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实
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题西林壁》是诗人苏轼在被贬赴汝州时，经过九江，游览
庐山后，被庐山的多姿面貌触发诗意而在西林寺的墙上所作。
前两行写出了庐山的多姿多彩，后两句借景寓理，道出了识
人待物的方式方法。

二：教学设计

引导学生理解古诗大意，明白诗中的哲理

首先在ppt上要采用大量的图片：让学生看到在西林寺墙上的
古诗，借以明晓“题西林壁”这四个字的意思；从不同的角
度看看庐山，在图片上辅以文字引导，感受从正面从侧面看
到的庐山分别是什么样子，借以明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的意思。其次设置疑问：那么庐山究竟是什
么样子？为什么看不到庐山的真实面貌？引起学生的思考，
引导学生在古诗中找到诗人的答案，借以体会“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藉此，我们基本理解了古诗的大意，但是诗中的哲理有如何
让学生明白呢？

给我们的启示，引导大家想想：如果苏轼就在我们身边，他
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古诗中找找苏轼的



看法，借以明晓诗中的哲理蕴意----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得
到的结论就会不同，我们要客观全面的看待问题。

试问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这样的感觉呢？引导大家一起思考交流，用生活中
常用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哲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样这首古诗的难点就分散到了回忆和体会之中了，方能不
知不觉的让大家明白古诗的哲理。

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课前，我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有关于题壁诗的，有关
于苏轼生平的，还有苏轼的其他著作等，相信课前预习的资
料查阅，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诗歌的背景、相关的内容，
更有助于今天的诗歌学习。

教学《题西林壁》，这首诗诗句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释就
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思。因此，教学本诗时，我把重点放在
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道理的感悟上，我先采用讨论学习的方
法让学生探讨这首诗的含义，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
想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
能不被局部现象所迷惑。”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我设计了
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还发现了哪些站在不同的角度
会看见不同的事物？的例子，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

没想到，学生回答地让我惊讶！他们说出了很多连我都没发
现的例子。我不得不称赞他们的观察力。我顺势又提了个问
题：通过学习了古诗，你受到了什么启发？他们回答地也比
较到位。遗憾的是这节课，我没有指导有感情的朗读造成以
下问题：

1、学生不能直接释题，还得逐词理解后才能释题。这是四年
级的第一首古诗教学，也算是学习古诗的起步，学生理解诗



句的方法还要加强。应以解词串句法作为理解古诗文意思的
主要方法。

2、用一个主问题（大问题）引领全首诗的教学同样适用古诗
的教学，四年级学生能够适应这种方法，避免了逐词逐句讲
授的传统古诗教学模式。

3、将学生对古诗的理解融于“他有一个什么遗憾”“难道他
没认真地观赏吗”和“他为什么没有遗憾呢”等问题中，较
易地理解“入其内，出其外”，能懂得要全面分析事物的道
理。

4、学生难于在生活中发现例子，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5、课堂部分在以学生为主体这一点做得还不够，不自觉地以
教师为主，应让“教师为导，学生为主体”成为习惯。

6、课堂缺少诗味，还未能很好地让学生入境、出境。

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本单元的主题是观察和发现方面的趣事，两首古诗都蕴含了
深刻的人生哲理，让学生理解起来似乎总有一些差距，特别
是第一首古诗中的前两句和后两句，都是讲明从不同的角度
看事物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在具体运用到作业的填空题时，
似乎就有些含糊，连我自己都会判断不清。第二首诗歌对于
孩子们的一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花了比较多
的时间去引导孩子们理解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即将遭遇
的各色困难时，都能够想起这句话的含义，并且能够在迷局
之中为自己指明方向。

古诗，在时代上，离我们很远。儿童读古诗，主要是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除了要熟读成诵外，初步感悟其中的韵味也是
必须的。因为只有读出了其中的味道，才能真正得到我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把心放在诗境和诗眼中去读，是本设计的特
点。一是通过介绍时代背景和诗歌的具体产生背景，让学生
进入诗歌的情景中去理解诗歌;二是在学生感悟的基础上，抓
住一个“游”字，来引导学生比较阅读，去玩味诗歌的味道。
当然，在具体实施这个教案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程度进
行不同层次的比较，不得人为提升，抽象分析。要在诗的韵
味中去阅读，去想象，去发现。

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题西林壁》是苏轼在游庐山时题在西林寺墙壁上的一首诗。
课前，我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有关于题壁诗的，有关
于苏轼生平的，还有苏轼的其他著作等，相信课前预习的资
料查阅，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诗歌的背景、相关的内容，
更有助于诗歌学习。

伴随着对《望庐山瀑布》的复习，我们开始了对《题西林壁》
这首古诗的学习。由于这首诗的诗句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
释就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思。因此，教学本诗时，我把重点
放在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道理的感悟上。

我先让学生回想我们学古诗的方法：

1、解诗题，知作者。

2、初读诗，正字音、清节奏。

3、抓字眼，明诗意。

4、多诵读，悟诗情。然后安排学生先自主学习，借助有关资
料和书上的注释，自己去读，去理解诗所表达的意思。

接着在全班交流，走进庐山，感受那里的高山峻峰，想象诗
人当年在庐山写下这首诗时的情景。而且在理解从不同角度



观察庐山的景色各不相同时，我让学生试着画一画，从而加
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指导学生朗读古诗时，可以是齐诵、
轮诵、师范读或配乐诵读，形式多样，重在读出理解，读出
感受。有了这些奠定后，我们就要直奔本课的重难点，即引
导学生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
的内在含义。

经过讨论，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认识事物的本质，
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能不被局部现象所迷
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
清”。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我设计了一个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你还发现了哪些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看见不同的事物的
例子，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学生谈到了身边的同学，
比如陈樱文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从来不撒谎;张洪耀热爱劳动
等实例。再比如《画杨桃》一课，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杨桃
的形状不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学，达到了两个目的，一
是体会诗中的情和理，培养学生对古诗的初步感受能力;二是
开拓学生视野，让他们感受祖国风光的壮美，激发热爱祖国
的情感。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人和事。

古对今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题西林壁》是四年级下学期的一首哲理诗，也是小学阶段
唯一一首哲理诗。其他老师都认为这首诗不好教，尤其是放
在四年级，难度更加大了。但既然我选择了，就不能放弃。
整个准备过程也是我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不管结果如何，
只要我努力了，就是成功。选择这首诗我也想和更多的老师
共同探讨哲理诗的教学方法。

我一直都认为学习古诗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枯燥的事，但如
果能让学生感受作者的意境，去领略作者当时的心情，从朗
读入手去感悟诗句所表达的意思，那也许学习古诗就不是那
么乏味了，读起来也更有味道。



在《题西林壁》一诗的教学中，我首先请大家观赏庐山的风
光片，请学生谈谈感受。在教学中我力求做到以读带讲，让
学生自读自悟。

这首诗诗句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释就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
思。因此，教学本诗时，我把重点放在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
道理的感悟上，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认识事物的
本质，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能不被局部现
象所迷惑。”概括起来，也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八个字：当局
者迷，旁观者清。

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我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比如
对一个同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只看到他的缺点呢，还是只
看到他的优点呢？让学生明白只有客观全面地评价别人和自
己，才能取长补短，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在教学过程中，我感觉有许多环节没有把握好：

一、如何带领学生品味字句，领会意境，获得美感？

推敲重点字词，这是古诗教学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如何用古
诗独特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
到诗中，去领略祖国语言文字的灿烂与辉煌？如何引导学生
领悟形象美、哲理美、情感美？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
总结。这节课我感觉教学中对于“岭”和“峰”的理解虽然
运用了图片，但是仍然不透彻。我只是让学生用一个词语来
感受峰和岭的不同，这时如果能引入毛泽东的“无限风光在
险峰”的诗句，或其它诗句，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峰的高、
险，课堂的`诗味会更浓些。

二、教学机智欠缺

欣赏完庐山的风光片后，我让学生谈庐山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我有些误导：用一个字来概括。其实我想说：用一个



词语来概括。我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再如作者仅
仅在说庐山吗？一个学生没有按我的思路去说，而是介绍作
者的背景资料，我应该鼓励学生说下去，而不是一味地为了
追求自己理想的答案打断学生的回答。

三、为了让学生明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我设
计了看“地球”环节，把本来不复杂的问题更复杂化了，唐
老师的建议很好：可以让学生观察一个生活中的物品，如苹
果、橘子等，学生的直观感受更真切，化难为易。

我从老师们的辩课中发现自己教学中的许多不足，这次参加
语文组的活动，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