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通用6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相信许多人
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先是写客游在外，因秋风落
叶，感到孤独郁闷，由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小孩
在捉蟋蟀，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生活，于是那种
有意之情又被一种亲切之感所代替。

在这首诗的教学中，我认为教学重点是让学生读懂诗句，体
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我希望在学习古诗中，让
学生知道学习研讨的方法、步骤。

课堂上，我先出示学习古诗的步骤，再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
去学这首古诗。由于学生学习的目的明确，孩子们从学诗题、
理解诗意到感悟诗情都很积极，教学进行得也较为顺利。一
节课下来后，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效的，但是，在体会诗
意和感悟诗情上我还是感到有一些不足。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我们知道：朗读是实现语文教学目标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
学生学习语言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教授一首古诗来说，朗
读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因而，在教授《所见》这首古诗时，我特别注重运用朗读的
方式来达成教学目标。俗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一开始，我让学生自由读诗歌两遍，圈出生字或难读
的字，自己再多读一读；接着让他们同桌合作读，他们中一
个读一个听，同时相互正音。接下来我就要检查他们读的情
况——指名读与开火车读了，同时我补充提示诗歌的'节奏以
及诗句中容易读错的字，这些字基本上就是本课的生字，因
而就利用随文识字的方式把生字解决了。

我示范着读完古诗之后，又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我充分信
任学生，相信学生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读懂课文，并鼓励他们
不断探索。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采取齐读、分组读、男女
生赛读等形式让学生反复地朗读诗歌，因为歌是唱出来的，
诗是诵出来的，诗只有朗读出来，才能完成她的全部生命。
在这一课中，诗歌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情的领悟，都是
通过吟诵来完成的。在吟诵中，学生体味到牧童骑在牛背上
的神气十足；在吟诵中，学生感受到牧童生怕吓跑蝉儿的心
思；在吟诵中，学生化牧童为“我”，化“我”为牧童。他
们通过反复朗读，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经过一节课的
学习，他们中大部分能够背诵出这一首古诗了。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袁枚诗作的《所见》描述了一个乡间牧童坐在牛背上，在林
中快乐地边唱歌边放牛，突然间见到了一只蝉，想把它抓住，
所以闭上嘴巴，跳下牛背这一动静结合的搞笑的画面。

本诗生动搞笑，生活情趣盎然，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古诗中，天真烂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是孩子们喜欢的：
坐在牛背上高声歌唱时的情景，是那样自在神气！捉蝉时屏
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趣横
生，情趣盎然。因此，诗趣，就应是我教学这堂课的灵魂所
在。只有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到这种诗趣，他们才能
在学习全过程中全心投入，浑然忘我。而一旦学生领悟到这
种诗趣，那么他对诗的意境就体会得更真切。那么，在教学



中怎样帮忙学生领悟到这种情趣呢？我主要实施了以下几方
面的教学：

第一、反复朗读，学生的感受是透过朗读来实现的，“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在这一教学片断中，我充分信任学生，
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信学生靠自我的力量就能读懂课文，
鼓励学生不断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
读的乐趣，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事实上，对同一篇
课文或同一个人物形象，学生站在不一样的角度读，往往会
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歌是唱出来的，诗是诵出来的，诗只
有朗读出来，才能完成她的全部生命。在这一课中，诗歌的
理解，诗意的体会，诗情的领悟，都是透过吟诵来完成的。
在吟诵中，学生体味到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神气十足；在吟诵
中，学生感受到牧童生怕吓跑蝉儿的心思；在吟诵中，让孩
子们化牧童为“我”，化“我”为牧童，完全融入到诗境中。

第二、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境
的再造中觅得诗趣。

想觅得诗趣，须进入诗境。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只要透
过想象，才能欣赏到绝佳的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旨趣。
我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让学生在音
乐声中，仿佛看到小牧童朝我们走来，让学生在小牧童停步
凝神望蝉的神情中，想象小牧童的想法。

但在诗的教学中，我发现理解古诗的意思以及正确地朗读古
诗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在想象古诗的意境的时候，学生就
不太流畅了。我让学生在理解了古诗的意思后，让学生闭眼
伴着老师的范读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景象，然后让学生来述说
自我脑海中呈现的画面。但是发言的学生们寥寥无几，即使
发言了也是语言平淡，没有多少拓展，只是把诗意重复一遍。
我很茫然，为什么学生们的想象力是如此贫乏，语言的表达
是这样的枯寡。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说话潜力的培
养。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所见》是清代诗人袁枚的作品。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
动的牧童行歌捕蝉图：一个乡间牧童坐在牛背上，在林中快
乐地边唱歌边放牛，突然间见到了一只蝉，想把它抓住，所
以闭上嘴巴，跳下牛背。本诗生动有趣，生活情趣盎然，诗
情画意，跃然纸上。

意境，是诗歌的核心。教学古诗，应该运用多种形式，如形
象生动的语言、鲜明逼真的画面、优美和谐的音乐……通过
这些手段，让学生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想象古诗所表现的
情境，使自己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果学生只
是抓住了诗歌的主要内容，最多只能算是抓住了一些表象的
东西，算不上读懂了诗歌，更算不上入其境、悟其神了。教
学本首诗的时候，我在播放《小牧牛》的`笛声后，再有声有
色地描述：在一条林间小路上，树木枝繁叶茂，遮住了似火
的骄阳，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野花飘来醉人的香味。咦，
哪儿有歌声传来？声音越来越响，清脆悦耳，震荡在林间。

噢，原来是放牛的小孩儿，正自由自在地骑在牛背上，摇头
晃脑、眉飞色舞……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仿佛看到小牧童
正朝自己走来。忽然，他紧紧地闭住了嘴巴，原来他发现了
一位歌手正在和他较量呢……学生通过想象，体味到牧童骑
在牛背上的神气十足；感受到牧童生怕吓跑蝉儿的心思。后
来，学生在吟诵中，完全融入到诗境中，觉得自己就是这一
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牧童了。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知识与能力：学会本课6个2。

了解词语的意思。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通过朗读，感受诗中牧童的机灵活泼，天真可爱。

结合想象进行古诗的学习，让学生学会学习古诗的方法。

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动物吗？它的名字叫蝉，也就
是我们说的知了。虽然样子大家不太熟悉，不过它的叫声你
一定听过，有人捉过它吗？老师就认识一个喜欢在夏天捉知
了的孩子，这不有一天被诗人袁枚看见了，还为他写了一首
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13课古诗两首中的《所
见》。（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学习探究，理解古诗含义

师：袁枚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几百年
前的的一个夏天，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播放课件，学
生听范读古诗）

师：听出来了吗？袁枚看见了些什么？

生：他看见了一个小牧童。

生：他还看见了树上有一只蝉。

生：他看见了一片小树林，小牧童骑着黄牛在小树林里唱歌。

师：原来他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牧童。多有意思的一首诗呀！
就让我们带着下面的目标来学习吧！（出示学习目标、读一
读）

师：在明确了学习目标后，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首诗，
边读边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把不认识的字画下来，好好地读一



读。

学生自由朗读古诗后，教师了解学习情况，了解字词的认读
情况，采用的方法是“苹果”字卡认读，读好了，就表示果
子成熟了，就可以摘下来了，在认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三
言两语的引导帮助学生强化认识：

所：（引导：你在生活中见过这个字吗？）

闭：（引导：闭上我们的小眼睛。）

立：（引导：立正的立就是这个立。）

蝉：（引导：蝉是一种特别可爱的动物，夏天的时候，他特
别怕热，就趴在树上不停地叫，热呀，热呀，所以人们也就
叫他“知了”。你看，这只蝉飞呀，飞呀，飞到了大树上。
（将图片贴到黑板上的大树上）

牧童：（引导：放牛的孩子就叫牧童）

捕捉：（引导：小动物是最害怕小朋友捕捉他们的。）

师：现在，调皮的字宝宝跑回了家，躲进了课文中，但是，
同学们还认识他们吗？让我一齐来读一读古诗。

第二版块：再读古诗，入情入境。

师：这首诗一共有几句话？（两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句，
谁来给大家读一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教师就带领
大家穿越时光隧道一起去看一看！

播放笛子曲：《快乐的小牧童》，课件出示画面：牧童骑在
黄牛背上，快乐地唱着歌儿。

师：（动情地）你们看，你们听，小牧童坐在黄牛宽厚的背



上走来了，他摇呀，晃呀，就像坐在摇篮里，真舒服呀！小
树林里，花儿在笑，风儿在吹，蝴蝶儿在飞，多美呀！

多快乐呀！小牧童忍不住放声歌唱，歌声飞出了密密的树林，
小牧童的心情怎么样？那就请你带着这种心情来读一读吧。

（学生自由练读——点读——点读——男生读齐读）

师：你们都是快乐的小牧童，那小牧童是怎样骑黄牛的？

生：他是这样骑黄牛的。（边说边做动作）

师：做上动作，你再来读这两行诗，看看是什么感觉？

生：（得意的边做动作边朗读。）

师：好神气呀！小朋友们是不是都想骑一骑黄牛呀？那我们
一起做上动作再读这两行诗，每个人的动作可不一样哦！

生：（骑黄牛，读古诗。）

师：小牧童高高地坐在牛背上，他的歌声那么嘹亮！（突然
停止音乐）“嘘！咦？歌声怎么停了？你们看，（出示画面：
牧童呆呆地站在树下。）小牧童怎么不唱歌了？他为什么不
唱了呀？”

生：因为他可能唱累了，想歇一会儿。

生：他可能怕吵着别人了。

生：小树林里没别人，他是看见了树上有一只蝉，他想把这
只蝉捉回家。

师：你为什么这样想啊？



生：因为他眼睛一直看着大树上，大树上有一只蝉，所以我
这样想。

生：还有诗的后面说了，“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就
是说他想住蝉。

（学生在你一言，我一语中体验到小牧童是想捉树上的蝉。）

师：小牧童太喜欢这只蝉了，特别想把它捉回家，于是，就
马上停止唱歌，一声不响地站在树下。咱们读这两句的时候，
可要小点声，千万别把蝉给吓跑了！”（引导孩子在读的时
候入情入境。）

（自由朗读）

师：谁来读一读？

生：（很大声地读）

师：哎呀，蝉儿飞跑了，你太大声了。你再读一读。

生：（小声地读）

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注意，可千万别把蝉吓跑了。

生：（齐读）

师：你们说，小牧童捉到蝉了吗？

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捉到了，有的认为没捉到。）

师：假如你是小牧童，你说捉住了，怎么捉住的？来，到讲
台上来试一试，看看小牧童是怎么捉住这只“蝉”的？（指
大树上的“蝉”）



鼓励孩子有独特的意见，引导孩子帮小牧童想办法，克服困
难，把蝉捉住。让孩子用自己想出的办法模拟表演，捉住黑
板上的那只蝉。

师：小牧童终于捉住了这只蝉，你高兴吗？

生3：高兴。

生：喜欢。

师：那我们记住这个可爱的小牧童，我们把这首诗背下来。

（练习背诵）

三、指导书写。

1、示范指导：这节课，还有几个生字朋友，我们要会写。
（粉笔演示）

2、自由练习书写。（播放音乐：《快乐的小牧童》。）

四、拓展延伸

教后反思：

这是一节古诗课的教学，我认为古诗最重要的是诗趣，诗趣，
应该是这堂课的灵魂所在。只有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
到这种诗趣，他们才能在学习全过程中全心投入，浑然忘我。
因此在这节课中我主要从以下两点入手。

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景的
再造中寻觅得诗趣。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只要通过想象，
才能欣赏到绝佳的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旨趣。本节课的
教学中就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在想
象中，整首诗不再是20个汉字的排列，破纸而出的是嘹亮的



歌声，是生动的画面，是盎然的诗趣。

二、 通过反复朗读，让学生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歌是
唱出来的，诗是读出来的，诗只有朗读出来，才能完成她的
全部生命。在这一课中，诗歌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情的
领悟，都是通过朗读来完成的。

当然，在教学的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朗读中孩
子们不能全部的集中精神，想象与现实不能很好的结合等，
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争取达到更好的效
果。

幼儿园所见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所见》是一首充满了童趣的古诗。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说，
古诗还是初步接触。学习古诗，重在吟诵。应注意引导学生
反复朗读，体会诗歌的韵味和美好的意境。教学这一课的重
点及难点是：通过引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味和美
好的意境。诗中那个天真烂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是孩子们
非常喜欢的。当他坐在牛背上高声歌唱的时候，是那样自在
神气！当他想着捕蝉的时候，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
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趣横生，情趣盎然。因此，诗趣，
应该是这堂课的灵魂所在。只有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
到这种诗趣，他们才能在学习全过程中全心投入,浑然忘我。
而一旦学生领悟到这种诗趣，那么他对诗的意境就体会得更
真切。在教学中怎样帮助学生领悟到这种情趣呢？我在教学
本节课时是这样做的：

第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境
的再造中觅得诗趣。

想觅得诗趣，须进入诗境。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只要通
过想象，才能欣赏到绝佳的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旨趣。
本节课的教学，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



1、利用课文插图，把学生带到绿色的树林中，林荫小道上，
牧童和黄牛是那样的充满田园的气息，感受着初夏的新绿和
泥土的芬芳，学生的情绪瞬间萌动起来。

2、借助录音带，播放《快乐的小牧童》，在悠扬的笛声中，
仿佛看到小牧童朝我们缓缓走来，一下子让学生融入诗歌所
描绘的意境中。

3、与此同时，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走在这林荫小道，你
仿佛听见什么？很多学生一下子就说，听到了牧童的歌声，
还有的说听到知了的叫声。我继续追问，还有耳朵灵敏的同
学还听到什么？学生们楞了一会儿，马上就有人回答说，听
到了黄牛的叫声，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甚至还有的学生说
听见山涧溪流的哗哗声。他们在自己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来到
了诗歌的情境中，和牧童一起骑牛，玩耍。

第二，通过反复朗读，让学生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诗歌只有通过反复朗读、吟诵，
才能完成对它的全方位理解体会。在本课教学中，对于诗歌
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情的领悟，都是通过吟诵来完成的。
通过集体吟诵，男女声吟诵，师生吟诵，分组吟诵，表演吟
诵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反复回环吟诵中，体味到牧童骑在
牛背上的神气；在吟诵中，学生感受到牧童想捕蝉又生怕吓
跑蝉儿的忧虑以及“忽然闭口立”的机灵；在吟诵中，孩子
们将自己化为牧童，真真切切地领会了农村孩子乡间生活的
乐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
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课堂中
学生在自读自悟中领悟诗意。教学中作为教师稍作点拔，旨
在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会使语言文字在学
生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
波澜，与作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