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
点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学反思(通用6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一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诗人
王维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节日里，直抒胸
臆，写下此诗的。因为是打磨课，先由三年级一班蒙老师上，
然后由小组评论，针对一些问题，综合大家提出的意见，进
行教案修改，再由我来上。

由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第九课《古诗两首》中的第
二首，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的，小结学习第一首《夜书所见》
的学习方法：(1)了解诗人;(2)理解题意;(3)理解诗意;(4)体
悟诗情;(5)吟诵诗文。放手让学生自己弄懂古诗的大概意思。

在教学中，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1)导入自然，扣人心弦。我用课件播放莫扎特的一首思乡乐
曲导入，让学生闭目欣赏，学生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思乡情
绪之中，一些学生还道出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时我出现课题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及诗人王维的简介，然后过渡：王
维为什么要思念家乡的亲人?他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的
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古诗。

(2课件的使用恰当适时。本课的课件精美，尤其是在教



学“每逢佳节倍思亲”时，我出现了春节、中秋节、国庆节
几幅画面，让学生说出了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人们对家乡亲
人那种浓浓的思念之情，这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
学生说的能力也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3)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得到了发挥。整堂课，我围绕
着设计好的几个问题：王维为什么要思念家乡亲人?他是怎样
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的呢?循循善诱，让学生合作探究来完成
学习任务的。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形式多样的朗读，这也是教学
设计上的一个疏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今后的教学中，
我要多注重阅读教学，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
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二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十七岁，正在长安谍取功
名，恰逢重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
单。非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
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千古传诵的
名句。

教学这首诗，我主要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音韵、完整
的意境和蕴涵其中的美好情感。在理解上，主要是引导学生
在朗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

从教学过程看，每一个环节都把握的很好，并按课时要求按
时完成、在重难点突破上、结合当时的背景、给予必要的讲
解、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学生学习的过程看，合作讨论、对照注释。交流汇报，也
都有板有眼，比较扎实。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诗人所表达的感情。今天的学生是
很难理解的。只有在反复朗读、背诵中有所感悟。

但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的真挚情
感，学生是不可能体会到的。特别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这
句诗。

这个问题告诉我，在今后教学诗歌时，一是强调诗前查阅资
料的重要性，考虑到学生没有查阅资料的书籍，教师课前给
学生讲一些背景资料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外出会想家的实际，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是大有好处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三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唐朝诗人王维在重阳节因思念家
乡亲人而作。游子在外，举目无亲，正逢佳节，百感交集。
全诗写得非常朴素，感情十分自然。“独在异乡为异客”，
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就把那种独自在外、人地两
疏的情形表达出来，同时传给人们一种寂寞的心情，很自然
地为下面思念的内容奠定了基础。“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
“倍”字，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在重阳节极度思念家乡亲人的
感情。此句也已成千古传诵的佳句，表达了亿万炎黄子孙共
同的生活感受。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在理解诗句的基础上，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
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在理解诗句的基础上，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



的思想感情。

【学情分析】

我班学生思维活跃，想法新颖，对新鲜事物兴趣浓厚，勤于
思考，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勇于否定，加上有一定的自学
能力，所以，在设计本课的教学时，针对学生情况，我追求
了这三个字：“新、活、放。”

【教学设计】

一初读，二浅思，三深悟，四背诵，五表演。

【课堂实录采撷】

一、在解题中不经意地出现的小高潮

生：（齐答）记得！学生齐背《望庐山瀑布》和《山行》。

（开课前复习旧知识，既可以温故，集中学生注意力，又可
以引起学生兴趣，壮大气势，烘托一个热闹的气氛。）

板书：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老师赞美的语气回顾已学古诗，再一次让学生体会到了古诗
的美，也自然地进入了新诗的学习、品味中。

师：（简介诗人王维）请同学们齐读题目。（生读题目）

师：看到这个题目，能说一说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题目的吗？



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
的重阳节，古人有在重阳节登高，佩带茱萸，饮菊花酒的习
俗。

生：我不明白茱萸是什么意思？

师：有谁知道，谁能帮助他？请高高地举起你的手。

生：我是从书上的注释里面知道的，茱萸是一种有浓烈香气
的植物，据说可以辟邪、消灾。

师：很好，你读书的时候很仔细，大家都要向他学习。课题
中还有不能理解的地方吗？请继续！

（孩子们长在城市里，都没有见过茱萸，虽然书本上也解释
得很清楚，但如果能亲眼看一看这种植物，就可以使得抽象
模糊的东西变得直观清晰。所以，应该在学生介绍茱萸这种
植物的同时，老师即可出示有茱萸的画面。）

生：山东，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说明作者的家乡在那里。

生：不，你的说法是错误的。山东是指华山以东，今山西一
带，因此王维的家乡应该是在山西。

师：对，这里的山是指华山。那么兄弟你们是怎样理解的呢？

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

生：不对，应该是哥哥和弟弟的意思。

生：老师，我明白了，兄弟除了指他的哥哥、弟弟，还包括
他家乡所有的亲人。

生：老师，我补充，兄弟还可以包括他在家乡的朋友。



师：这样理解就更加全面了，有谁能完整地说一说兄弟这个
词的意思？

生：“兄弟”指作者的亲人和朋友。

生：老师，我发现还有一个字被我们漏掉了，就是“忆”字。

生：我知道“忆”就是回忆的意思。

师：没错，但谁能把这个“忆”字的意思说得更贴切一些呢？

生：我觉得“忆”字在这里解释为“思念、想念”更好，因
为从“忆山东兄弟”可以看出作者是身在他乡，重阳节到了，
他不能和家乡的亲人朋友在一起登高，畅饮菊花酒。而往年
他在家的时候，却可以和亲人们一起欢度重阳节，所以回想
起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此时的他是多么想念家乡的亲朋好
友啊！（热烈的掌声）

（仅仅是解释诗的题目，孩子就能通过一个“忆”字领悟出
整首诗的深刻意义，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孩子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里就快速地捕捉出诗的内涵，其一在于之前逐词逐词
理解的铺垫做得很好。其二在于一个“忆”字用得好，用得
妙，用得神。重阳节时忆亲人，不就已经明明白白地诉了读
者，此时的作者正是背井离乡，孤单寂寥，落寞惆怅，正是
在这样举目无亲的时候，才会更加真切地思念家乡亲朋。因
为有了解题时的深切领悟，所以进入古诗学习环节时，不管
是小组讨论，还是课堂汇报，学生能把握住重点，水到渠成，
异常轻松地学习。）

二、在表演中捕捉学生灵魂，强化训练目标

众生：（笑）好啊，好啊，我可以！

师：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就是想象，大胆的想象，这



不正是“超级变变变”吗？（齐笑，掌声）

注：“超级变变变”是日本的一个娱乐节目，该节目要求参
赛者发挥出大胆的想象，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道具表演出生
活中的事物或者现象。该节目不仅在日本创下了很高的收视
纪录，在全球发行也取得了不斐的成绩，我班就有很多这个
节目的超级fans。老师急中生智，用上这个孩子喜欢的节目的
名字，在无意当中为这个环节激了趣，造了势，起到了画龙
点睛的作用。）

下面是两个学生的表演：

生１（扮演王维）；生２（扮演姑姑）

生１：喂，您好，请问是姑姑吗？我是您的侄子王维。

生２：喂，你好，我是姑姑，你是王维啊！你现在在哪里呀？

（在口语交际中随时注意使用礼貌用语，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这样的训练将会使孩子受益终生。）

生１：姑姑，今天是中秋节，我是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给您
打电话，姑姑，我可真想家里人啊！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四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17岁,正在长安谋取功名,
恰逢重阳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单,非
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了“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传诵千古的名句。

如何让学生感受是个优美的音韵,体悟完整的意境,从而理解
诗人情感的生发和变化呢?本节课我分为两步设计教学:



第一步:初读古诗,首先问学生:“你喜欢过节吗?过节时开心
吗?”学生兴趣高涨,在学生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我乘机追
问:但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节日里却有一个人闷闷不乐的,为
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相信学过了古诗,你们一定能够找到答案。接着让学生
自读古诗感知,说说读了古诗后你有什么感受。

第二步:精读古诗,在学生说出感受后提问:“诗人为什么这么
悲伤呢?”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一二两句,强调王维身在异乡长
安,离开家乡蒲州两年了,随即引出:“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
晃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王维却“看着家家户户欢度节日
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我创设情境;“此时此刻,如
果你在异乡,你看到这样的情景,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怎么
想?王维呢?”抓住课文第二句反复朗读体会,尤其是“每逢”、
“倍思亲”……等重点词语进行感悟,并指名读、评议、练读、
精读加以感悟,体会王维的思乡之情。

诵读是学习古诗的基本方法,在本课教学中我让学生反复诵读,
自然成诵。将教学重难点放在了引导学生体会诗人感情上了,
感受诗歌优美的音韵、完整的意境和蕴含其中的感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五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朝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17岁，正在长安谋取功名，恰
逢重阳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单，
非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了“独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传诵千古的名句。

教学这首诗，我主要通过反复吟诵，在读中感悟、读中想象、
读中领会诗的意境和蕴涵其中的美好情感。引导学生在朗读
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

教学过程流畅紧凑，在重难点突破上、结合当时的背景、给



予必要的讲解、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学生通过合作讨论、
对照注释，交流汇报，达到了本科教学目的。我班有许多学
生家乡并不在此，祖辈都在家乡，祖孙之间一年才有可能见
上一面，我让学生说说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想念疼爱他们的爷
爷奶奶，又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思念的，结合自己的实际体
验来感受诗人的情怀，孩子们对诗的意境就有了独特的感受，
我觉得调动学生的切身感受是激发学生情感的一个好方法。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板书设计很好，但出现得不适时。这说明课前准备还不
够充分。因为临上课前，我突然想到板书出现的时机如果调
整一下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但由于是临时的想法加
上临场紧张，上课时没能适时地调整好相关的教学环节。想
法虽好，却没有付诸实现。看来，今后课前的准备还要再充
分些。

二、没有当堂指导背诵全诗。这也是教学设计上的一个疏忽。
其实，当时设计教案时，我曾想到要有指导背诵这一环节的，
可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将想法记录下来，后来几次修改教学设
计，竟然忘了补上这一环节。由此可见，在教学上有某种有
价值的想法或灵感时应及时记录下来。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教后反思优缺点篇六

教学这首诗，我主要通过反复吟诵，在读中感悟、读中想象、
读中领会诗的意境和蕴涵其中的美好情感。引导学生在朗读
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

教学过程流畅紧凑，在重难点突破上、结合当时的背景、给
予必要的讲解、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学生通过合作讨论、
对照注释，交流汇报，达到了本科教学目的。我班有许多学
生家乡并不在此，祖辈都在家乡，祖孙之间一年才有可能见
上一面，我让学生说说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想念疼爱他们的爷



爷奶奶，又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思念的，结合自己的`实际体
验来感受诗人的情怀，孩子们对诗的意境就有了独特的感受，
我觉得调动学生的切身感受是激发学生情感的一个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