
2023年雨巷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雨巷教学反思篇一

戴望舒的《雨巷》写于1927年，表面上言情，写思慕追求一
位有着丁香般美丽的姑娘而不可得，实则是象征在生活的重
压下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的诗歌意境朦胧，耐人寻味。

在讲《雨巷》时，我搜集了戴望舒以及江南雨巷的有关资料，
特意选用了撑着油纸伞，身着紫色旗袍的女郎走在弯弯曲曲
的江南小巷作为背景，并配之以歌曲《雨巷》的音乐烘托气
氛。

果然如我所料，学生虽还未读《雨巷》，就已经被朦胧、宁
静、凄美的情境所感染，神情严肃而感伤。

此时，我话锋一转，对学生说，让我们走进《雨巷》，去探
究诗人戴望舒的真实心灵。我认为：课堂教学应该体现师生
双向合作的精神，努力形成一种师生互动的对话机制。没有
互动，没有交往，就不存在或未发生教学师生互动是借助特
定的课堂情境实现的，具有临时的生成性特点，课堂情境是
引发师生互动的先决条件，对师生互动产生现实的牵引作用。
这节课较好地达到我预想中的效果。

我先让学生在配乐中自由读，目的是先对文本有一个大致的
印象，尽管这种印象可能是粗糙的、不完整的，但它所唤起
的最初的审美体验却是真实的、重要的。

在学生朗读、范读的基础上，我展示课件，抓住这首诗的学



习重点，让学生共同探究两个问题：“《雨巷》的多义性主
题，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大家可以根据诗人背景、具体诗句
尽情发挥”“《雨巷》主要意象的象征义（包
括“我”、“油纸伞”、“雨巷”、“丁香”等）？”

这两个问题，学生充分讨论、分析后得出不同意见，然后我
叫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课外研究小组的学生上讲台将他们的研
究结果进行课件演示，让学生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
首诗，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学生们对两组的小老师很感兴趣，
也很羡慕，纷纷表示以后也想试试这种研究活动，收到了很
好的示范效果。

我讲《雨巷》时一直在追求大量的学生自主活动，可能有时
过于追求课堂活动的活跃性了，对个别学生的把握就会显得
松散。

还有学生代表在讲课的过程中提到了两首古诗词，可是并没
有对这两首诗词进行分析，而是一带而过，使这两首古诗词
没有真正的发挥好在这篇课文中的作用，我也没有及时补充
说明，也是我讲课的一个失误。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力图避免上述这些问题，创造一个师生
互动的生动课堂。

雨巷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现代名诗，《雨巷》的梦幻一般的意境，难以言传的主
题，舒缓有致的节奏，莫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问题也
在这里，怎样让学生能够揣摩出那难以言说的主题，怎样让
学生把握到那舒缓而有韵津的节奏?这就是上《雨巷》一课所
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反过来说，倘若教师能把这三个问题给
学生讲透了，以后的现代诗的赏析都可迎刃而解，但假如这
三个问题没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就会给后来的诗歌赏析
设下障碍。编者把这首诗作为诗歌单元的重点，其用意恐怕



也在此。所以，我给《雨巷》的定位是：反复朗诵以体现诗
歌的音乐美，营造情景以体现诗歌的意境美，鼓励创新以体
现诗歌主题的多义性。

作为人教版必2的教材,主要是针对高一的学生.而该阶段的学
生对现代诗歌的接触是比较少的，他们对于现代诗歌主题意
境、节奏多方面的把握，都缺乏技巧和经验，可以说，在现
代诗歌的赏析方面，他们几乎是一张白纸，而他们对现代诗
歌的把握绝大多数都是依靠自己的一种直觉。所以作为教学
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就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从“直
觉”开始，慢慢引导并把他们推到鉴赏的“塔尖”，从而对
现代诗歌作出精确的判定。

“爱好是学习的动力”。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所以所有的教
法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爱好，使全班每
一个人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我设计的教法有三：1、
朗诵竞争法。由集体朗读到分组朗读，由分组朗读到个别朗
诵，由个别朗诵到优秀朗诵。2、意境创设优秀奖。把全班学
生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仿造老师的营造意境的方法各设
量一个诗节的艺术画面(mtv)，各小组完成后教师给设置得最
好的一组的一定的奖励(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以是小礼品)，
3、主题推论法。把确定题的任务分派给学生，指导学生从书
刊、杂志、网络等资源收集《雨巷》主题的相关资料，通过
分析讨论得出自己的看法，并写成小论文，教师选择其中优
秀的推荐到刊物上发表。总的说业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过程上主要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

1、朗读竞赛环节。通过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学生的自我感受，
能正确地处理好停顿、轻、主音、语速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能使学生的朗诵水平达到一定要求。也为下一环节的意境分
折打埋伏。



2、意境营造环节。让学生通过情感创设意境，再通过意境来
反映情感，从而为引出主题作铺垫。

3、主题探寻法。抓住诗歌中的两个经典意象，让学生通过各
种媒介去收集、归纳、整理资料。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一
是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自立、合作、探究的精神。
二是培养学生的材料整合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以上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严谨有序，有机统一。

《雨巷》这一课，充分体现了新课程自主，合作，探究的精
神，培养了学生一定的朗诵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在
教学过程中学生也积极参与，课堂气象，热烈而有序。但其
中也有几处不很理想，比如在“朗诵”这一环节，还有几个
学生希望上台表演，但因课堂时间所限，无法让她们一一展
示;又如在“意境——情愿”的分折中，结尾应对二者的一一
对应关系作一个高度的归纳，使之成为一条定理或法则，这
样学生就更轻易接受。希望在以后的课中，考虑得更深入、
更完面，对学生更有利我愿足点!

雨巷教学反思篇三

《雨巷》是普通高中课程单元现代诗的首，如何上好这首诗，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高中阶段与与初中阶段的学习
方法、思考方式的不同。即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自由想
象；由静止孤立的思考方式转为动态、联系的思考方式。在
意境的感悟过程中从抽象的意境到具体现实生活个案体会，
走近作品与主人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对高中语文学
习的热爱。

教学过程中我反复听名家对《雨巷》的朗诵，观看影像图片
资料，先让自己走近作品，进入意境。

这首诗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即细雨朦胧



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
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彳亍独行。（影像图片资料
至此）。

看我，像是找寻什么……）课堂静的能听见一根针掉下的声
音。肯定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叫什么名字···再
把课堂气氛推向高潮，使学生如临大敌·……说：……同学
想象（联想）正确，诗人的确是在想“丁香一样的姑娘”。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根据学
生的生理特点：高中生对异性追求的神秘感，我又提出一问
让学生探究即“丁香一样的，结着仇怨的姑娘”谁来描绘一
下，定位姑娘的形象……（你认为什么形象的姑娘是最美丽
的？）诗人选取“丁香”为意境提出自己的审美标准即“丁
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仇怨”（“颜
色”指紫色相态、“芬芳”指在气质、“忧愁”个性柔弱不
失刚毅。即外美、内秀、有个性的形象。并用图画情景帮助
学生理解感悟诗意，从而更深入的理解诗歌，提高学生的阅
读理解水平，解除学生对普通高中语文学习望而生畏的惧怕
心理障碍。

不尽如意的教学时间有限，没有对课后的三首诗词进行分析，
没有发挥这三首诗词在这首诗中的作用，也算是我的一次教
学失误吧。但我会继续探究语文教学方法，学习使用教学资
源，让学生热爱学习高中语文，自觉走近作品，陶冶情操。
并为创造一个师生互动、互信、生动、和谐的课堂而努力！

雨巷教学反思篇四

周三在2班上了节《雨巷》的研究课，虽然压力很大，自己也
在有限的时间内准备了两天，但还是感觉自己的功力不够，
火候不够，太过稚嫩了。从总体效果来说，我并没有把学生
完全调动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讲得很碎，所以听的人就感
觉更碎了，这可能真的跟我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
我也一直很困惑，我这个语言碎的问题，语言不干净的问题，



到底怎样才能改善呢？从本质上来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不
适合上诗歌，但是既然想做一个全面的语文老师，每个方面
的东西都应该会上，而且都应该上好，只有这样，自己才能
让自己不断成长，也才能让学生更信服自己。概括起来这节
课的问题如下：

一、太碎了，诗歌讲得太碎了，学生不容易感受到诗歌的一
种美。

二、课件做得太花哨，学生的注意力都被吸走了。

三、课堂的节奏没有把握好，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有很明显没
有讲完的东西，这是很忌讳的事情。建议以后自己备课的时
候，每个环节多少时间，一定仔细考量和打磨。

四、学生的参与度还是太少，给人的感觉是老师拉着学生在
学。

五、公开课都有表演的成分，以后上的公开课尽量有观赏性，
让这20%的表演更为精彩一些。

雨巷教学反思篇五

戴望舒的《雨巷》是人教版高中语文课后背诵篇章。这首写
于1927年表面上言情，写思慕追求一位有着丁香般美丽的姑
娘而不可得，实则是象征在生活的重压下一部分人的精神状
态的诗歌，是一幅写意画，是诗人意识流动中的一个境界。
内容完整和明朗，形式不刻意雕琢。意境朦胧，耐人寻味。

在讲《雨巷》时，我搜集了戴望舒以及江南雨巷的有关资料，
特意选用了撑着油纸伞，身着紫色旗袍的女郎走在弯弯曲曲
的江南小巷作为背景，并配之以《神秘园》的音乐烘托气氛。

果然如我所料，学生虽还未读《雨巷》，就已经被朦胧、宁



静、凄美的情境所感染，神情严肃而感伤。

此时，我话锋一转，对学生说，让我们走进《雨巷》，去探
究诗人戴望舒的真实心灵。我认为：课堂教学应该体现师生
双向合作的精神，努力形成一种师生互动的对话机制。没有
互动，没有交往，就不存在或未发生教学师生互动是借助特
定的课堂情境实现的，具有临时的生成性特点，课堂情境是
引发师生互动的先决条件，对师生互动产生现实的牵引作用。
可是我的这节课并没有达到我预想中的这种效果。

接着让学生自由读，目的是先对文本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尽
管这种印象可能是粗糙的、不完整的，但它所唤起的最初的
审美体验却是真实的、重要的。

在学生朗读的基础上，我展示课件，画面集中了江南各种形
式不同的小巷，让学生发挥想象自己描述心中的“雨巷”。

罗生布拉特曾说：“阅读材料、阅读情境与阅读者的心境呈
现某种一致性时，那么阅读的效果就好。”创设阅读与鉴赏
情境的最大目的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没有兴趣，就没有阅读的积极情感，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就无
内化可言，用图画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感悟诗意。使此时较为
成熟的感受与自己原初的感受构成比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
诗歌，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水平。

自此，学生豁然明白。

我讲《雨巷》时一直在追求一种诗化的语言，总认为没有很
好的语言，就难以把这篇朦胧诗讲到极致，但却掉入了另一
个误区：语言过于唯美化，使学生无法很好的和课堂融会在
一起，好像我是在自言自语，学生只是一个旁观者。

另外我提出的问题也不够贴切，有时学生回答的很吃力，需
要我一遍又一遍的启发，如：“你们能否用诗化的语言来描



述一下“雨巷”这个环境呢?”

记得我在讲课的过程中提到了两首古诗词，可是我并没有对
这两首诗词进行分析，而是一带而过，使这两首古诗词没有
真正的发挥好在这篇课文中的作用，也是我讲课的一个失误。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力图避免上述这些问题，创造一个师生
互动的生动课堂。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