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大全6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一

世间离别情万种，多有诗人诉心声。送别是我国古诗一个永
恒的话题，除了这首《赠汪伦》以外，还有许多感人肺腑的
离别诗。我们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结合古诗词
诵读活动，穿插表示离情别绪的诗句让学生进行课外拓展学
习，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课上我提供了几首送别诗让
学生自学：《送友人》、《金陵酒肆留别》、《送孟浩然之
广陵》(李白)、《易水送别》(骆宾王)、《送朱大入秦》(孟
浩然)、《送别》(王维)、《送杜少俯之任蜀州》(王勃)、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别董大》(高适)、《芙蓉楼送
辛渐》(王昌龄)。如果再出示以下练习可能就更好了。

设计练习：

1、填空练习：赠别诗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有相当的比例，不少
诗句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诵。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通过
“__________”来表达对友人的真挚感情;李白在《黄鹤楼送
孟浩然之广陵》中借景抒情，用“___________”含蓄的表达
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李白在《赠汪伦》中以水之深喻情之
深，化无行为有行的`名句是“_______________”;而高适在
《董大别》中用“______________”安慰朋友;王勃更是乐观，
他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用“____________”寄语远方
朋友,表达只要心心相印，哪怕距离遥远，也会觉得近在咫尺。



2、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相信同学们也曾经历与老
师、同学、亲戚、好友分别，心中不免依依不舍。你想对他
们说些什么呢?同学们可以从这些送别诗中摘录你最喜欢古诗
或名句送给你的老师、同学、亲戚、好友，也可以自己仿写
一首送别诗送给他。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二

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四年(755)，是李白从秋浦(今安徽贵
池)到泾县，游桃花潭后和友人汪伦分别时所作。汪伦是李白
的好朋友，曾经做过县令，辞官后居泾县桃花潭，家有别墅。
他豪爽好客，同李白等诗人相友好，常有诗文来往。李白这
次来访汪伦，汪伦以美酒招待他，李白临别时写增此诗。我
在教这首诗时从以下做。

一、故事引路，激发兴趣

学生大都爱听故事，在课堂教学中选择与学习内容有关的故
事，既能牢牢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又为后面的学习作了铺
垫。于是，紧接着复习，我设置了这样的过渡语：“由于李
白才华横溢，性格豪爽，喜欢亲近大自然，安徽泾县桃花潭
的汪伦便诚邀李白去做客。”接着，我便有声有色地讲起
《李白“受骗”桃花潭》的故事。当讲到“先生好游乎?此地
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与“桃花者，潭
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并无万家酒店”
这些内容时，我一方面模仿古人的语气“子乎者也”了一番，
另一方面又用解说者的语言旁白了一下。学生在哈哈大笑之
余，不禁被汪伦的巧妙机智所吸引。到后来，他们自然而然
地想知道李白写诗怎样答谢汪伦。

二、自学诗句，理解诗意

俗话说：“教是为了不教。”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中的
学习主要依靠学生自己来完成。《赠汪伦》这首诗本身较浅



显，诗意较明朗，现在有讲故事时的旁白作范例，学生理解
诗句意思更是如鱼得水。因而，当我出示教学挂图，让他们
说说哪一个是李白，哪一个是汪伦并说明理由时，学生摆出了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这一句。当我要求他
们说出诗句意思时，许多学生跃跃欲试。有的学生还在领
会“忽闻”的基础上添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循声望去，原来
是我的好朋友汪伦来送我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趁势引
导学生说：“别具一格的邀请，与众不同的送别，深深感动
了李白。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学生不约而同地
朗读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理解
了“不及”的意思后，诗句大意也就迎刃而解了。在领会了
诗句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以后，学生自然而然地对比选用
了“即使……也……”的关联词语连接诗句意思。

三、诵读感悟，体会感情

借助故事引路与学生的自学理解，要求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
句难度已经不大。因此，我便布置学生结合诗句回忆故事，
模仿当时李白吟诗的语气诵读，让他们在诵读中反复感悟。
接着，我便引导学生对两句诗进行比较，说说在写法上有何
不同，共同的目的又是什么?学生发现叙事是为抒情作准备的，
如果没有叙事中的“忽闻”而受感动，就不会有抒情中
的“不及”进行对比。最后他们都能抓住“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来体会，领会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四、名诗诵读，课外延伸

世间离别情万种，多有诗人诉心声。除了这首《赠汪伦》以
外，还有许多感人肺腑的离别诗。在课前我也布置了大家收
集这类诗，这时请同学们将你们所收集的计拿出来和同学们
分享。结合学生交流的情况，学生一起来诵读一首离别诗。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三

一、运用故事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

对于现代的小学生来说，要走入古代的生活情境是不易的，
体会诗歌蕴藏的情感更难。因此，创设情景，奠定情感基调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教学本课前，我通过网络这个特点去
查阅了有关这首诗的北京资料，在可前给学生介绍。课一开
始，我就问学生你们知道李白吗?又知道望论和他是什么关系
吗?然后，老师说老师从网上知道了李白和汪伦能成为好朋友
的有趣小故事，你们想听吗?(师讲故事)：

李白一生既喜欢做诗，也很喜欢喝酒和游历名川大山，汪伦
非常仰慕他的才华，很想与他结为朋友。于是就写了一封信
托人带给李白，上面写道：“先生，您喜欢游览吗?这里有十
里桃花;您喜欢喝酒吗?这里有万家酒店。”李白一看，呀!这
么好的地方，我得去看看。可是到了那里，既不见十里桃花，
也不见万家酒店，李白疑惑不解。汪伦解释说：“十里桃花
是十里外有个桃花渡口，万家酒店是有个姓万的人开了一家
酒店，并不是一万家酒店。”李白恍然大悟，他不但没有生
气，反而被汪伦的幽默与风趣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两人一见
如故。在以后的几天里，汪伦每天盛情款待李白，并带他游
遍了当地的名山胜景，他们一起饮酒作诗，情趣相投，短短
几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汪伦踏歌相送，李白被
他的真诚深深地感动了，即兴吟诗一首--《赠汪伦》。

通过资源共享，使学生对李白与汪伦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四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背景故事

《赠汪伦》这诗中，蕴涵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汪伦仰慕李白
已久，因深知李白好饮酒，喜游历，就为李白捎去一封信，
称当地有十里桃花，万家酒楼。李白听后，欣然前往。结果
十里桃花变成了十里外的桃花渡口，万家酒楼实际是万氏开
的酒楼。李白被汪伦盛情所感动，临别之时，写诗相赠，留
下了千古名篇。

当李白走时，汪伦借口没有陪同上船，李白不知，当船要开
时仍不见汪伦，心中不免有点伤感，如此盛情相约，见过以
后，自己了却了心愿，就不再把客人放在心上。李白正在猜
疑，忽然，传来当地流传的民歌，河的两岸站满了送行的村
民，一边用脚踏着节奏，一边高唱送别的小调。这样的场景
是李白所料不及的，心情激动万分，非常感念汪伦为他如此
兴师动众，费尽心机，所以，奋笔疾书，留下“桃花潭水深
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由衷感叹。这样的解读是有一定
依据的`，汪伦能用十里桃花，万家酒楼为由相约，足见他的
智谋过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别
出心裁的送别形式。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五

世间离别情万种，多有诗人诉心声。除了这首古诗《赠汪伦》
以外，还有许多感人肺腑的离别诗。教师可以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结合古诗词诵读的活动，穿插表示离情别绪的诗
句让学生进行课外拓展学习，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
师提供古诗学习方法和6首送别诗，学生自学：《送元二使安



西》、《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别董大》。并设计填空练习：赠别诗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有
相当的比例，不少诗句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诵。王维在《送
元二使安西》中通过__________来表达对友人的真挚感情；
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借景抒情，
用___________含蓄的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李白在古诗
《赠汪伦》中以水之深喻情之深，化无行为有行的名句
是_______________；而高适在《董大别》中
用______________安慰朋友；王勃更是乐观，他在《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中用____________寄语远方朋友,表达只要心心
相印，哪怕距离遥远，也会觉得近在咫尺。

古诗赠汪伦教学反思幼儿园篇六

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小学语文的古诗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就“转变学习方式，构建古诗教学新景
观”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1、自主搜集，学会处理信息。

教师让学生在课前搜集资料、课中交流资料，培养了学生初
步的搜集资料信息、辨别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

2、学法指导，拓展课堂容量。

在导学《赠汪伦》时，教师引导学生运用“读悟法”，让学
生在“初读、细读、熟读”中“理解、感悟、体味”，确立了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体现了自主学习的教学
理念。

在学习《赠汪伦》之后，我又大胆超越教材，实施“学一带
一”策略，让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另一首新诗，大大地增
加课堂的容量，拓展学习古诗的视野和空间。这正是本节课



的一大亮点。

3、自选作业，发挥个性潜能。

教师出示四项课外作业让同学自由选择，为学生提供了个性
化学习、自主学习的空间。

当然，在尝试的过程中，伴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学
生“动”起来了，课堂“活”起来了，如何更好地关注学生
的差异？如何更好地把握课堂的动态生成？这样的困惑，将
是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不断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