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沁园春·长沙》的教学，我从以下方面对自己的教学
作一个完整的反思，以便更好的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调整，
让学生更好学习。

（1）、从学生来说，这部分需要学生有浪漫思维，和锻炼相
应大胆想象的`能力，鉴于以前有接触过类似的词的形式，学
生上课很有激情，回答问题比较积极，合作探究做得非常好，
整个课堂气氛非常热烈。

（2）学生普遍有自己的思维、思想，体现了课堂的开放性和
灵活性。

（3）从教师的角度看，备课比较充分，课堂调度适当，多媒
体运用熟练。

（4）整体上看，较好地实现了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德育的教学成果。

（1）因时间有限，个别问题讨论浅尝辄止，未能充分展开。

（2）在多媒体操作上有个别不恰当之处。

（3）语言表达应该更加简洁、有针对性。



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上完了《沁园春长沙》，在备课的时候我把意象及情与
景的关系作为教学的重点、难点。如何突破重点和难点，我
在设计上想了很多的办法，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写情，我
从作者的写作思路上切入的，让学生朗读课文，并抓住文中
线索性的词，根据线索词的变化，理清作者写作思路，
如“立”、“看”、“怅”、“忆”、“记”。

上片重点讲看的部分，写作者看到了什么，作者抓住哪些典
型事物，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学生回
答“山”、“林”、“江”……，由此引出意象，指自然事
物，即取自大自然的借以寄托情思的物象。为了更好的理解
意象，以初中学过的《天净沙秋思》为例，加强学生对意象
的理解。作者写了这些意象，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表达了诗
人什么样的情感呢？这首小令学生很容易理解。从而和古典
的诗歌联系在一起，培养学生鉴赏诗歌的能力。

另外注意写景诗的写景角度，描写手法

写这些意象作者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呢？注意观察角度
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些意象组成的一幅什么
的图景，这样的景色下引起作者深深的思考，发出了谁主沉
浮的感叹。进而过渡到下片，那上片主要是写景，下片呢？
抒情，写景是为抒情做铺垫的。

下片注重抒情，这就和作者的经历、精神气质有关，和知人
论世结合起来，

在这样的壮阔的背景下，作者所抒发的是革命豪情。

这样学生很容易理解，从表现手法的角度看，学生根据板书
能够分析出来，很容易想出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中显志。



从讲的效果来看，学生分析的很到位，但从整体来看，教学
过程有一点乱，对课堂的把握度不够灵活。

为了巩固学生对意象的理解，我又找一些题进行跟踪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毛泽东诗词的特点。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边的枫树、渔火、寒寺

幽寂、寒冷

通过对意象描写，写出了羁旅者的孤独寂寥、愁绪满怀的情
感。

卜算子咏梅陆游（南宋）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重要作用。从词中找出相应的词语填在括号内。

毛词：（飞雪、悬崖、百丈冰），表现梅花（坚强不屈、以
苦为乐）的特点。



陆词：（驿外、断桥边、黄昏、风和雨），表现梅花（孤独、
寂寞）的特点。

毛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陆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词：乐观自信胸襟博大

陆词：寂寞孤独苦闷

a“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明写梅花，实则点明作者
的心境。

这个“愁”字，包含了作者几多失意，几多愁苦！

b“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在作者，固然有“孤芳
自赏”

之嫌，然而作者却以极生动的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c毛词好一个“俏”字！一般来说，“俏”字略显浮躁，此处
却是个

例外，“俏”字不仅体现梅凌寒独自开的气质，更是盎然生
机的反映。

d毛词好一个“笑”字。“笑”是梅花唤醒百花齐放的自豪一
笑，兼

有牡丹笑之艳丽，桃花笑之沉醉，荷花笑之清傲。

为了提高学生对词语的鉴赏力，我把前面写景的句子改写成
了一道仿写题，学生对这道题非常感兴趣，而且充分发挥了



自己的想象力。

生活中，我们需要崇高。有了它，我们就会摆脱平庸和空虚，
甚至麻木。而且一旦你有了这种认识，你就会发现崇高就在
你的身边：

它可能是一座山，让你感受巍峨；

它可能是xxxxxx，xxxxxx。

它甚至可能就是一个人，让你理解伟大的纯粹。

学生根据沁园春中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它可能是一湖水，让你领略至柔。

它可能是一线天，让你体味寥廓。

它可能是一片地，让你感悟苍茫。

从学生做是的句子中看出，学生对语言的领悟能力是非常强
的，把所学的知识进行了运用。

它可能是一片海，让你体会辽阔。

它可能是一缕阳光，让你享受温暖。



经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对语文很感兴趣。

总而言之，对课堂的整体把握还是有很大的欠缺。讲完课这
后，感觉教案写得不太好，又重新进行了调整。

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篇三

1、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们学习兴趣的培养，
提高了课堂效率。我有意引入较多的有关秋景的诗句，与学
生一起诵读、品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不管从哪
个角度看，分析、鉴赏都必须建立在学生读懂诗词的基础之
上。由此，我采用诵读方式，帮学生疏通字词，解决词意，
让学生对本词先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2、抓住职高学生的特点，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让他们提前
预习，在上课时可以充分跳动他们的积极性。

3、通过播放朗读录音，让学生跟着范读的方法，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最终达到了学生有感情朗读的目的。

1、应该给学生再长一点的朗读时间，争取能让学生熟读成诵，
最好当堂完成背诵的任务，这样能使他们找到自信。

2、今后应多思考一下该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气氛
活跃起来，真正做到有声有色有效果。

3、多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概括能力，有许多学生心里
明白但无法用精美、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

4、教师未能在诗词鉴赏方法上及时给予学生指导，未能在感
性认识的基础上，让学生初步掌握诗词鉴赏的一般规律、方
法，形成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

5，对于学生，应该使他们懂得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比应试更重



要。

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篇四

上课时，我介绍完背景后，饱含激情地朗读了一遍，没想到
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还的的同学说：“老师再读一遍！”
于是我又读了一遍。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许多学生竟然也煞有
介事的跟着读了起来！本来我打算读完后接着讲解、赏析，
然后再读，看到同学们读的激情已被我激发起来，我放弃了
原来的思路，先教学生读，通过停顿、重音、语速、节奏的
处理引导学生“读中悟情，以清带读”，使学生对这首词有
了更深的感受加领悟。这节课大多数学生情绪高昂，气氛热
烈，学生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我不仅讲解流畅，而且优
美的词句汩汩而出，在不知不觉中上完了这节课！

通过这节课，我深深感到，教读诗歌老师必须先喜欢，老师
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容入朗读中才能更好地感染学生，引起
学生的共鸣。其次，诗歌教学应吧重点放在朗读上，再获激
昂奔放、或舒缓有致的朗读中感悟作者通过外在的客观物象
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的思想情感，欣赏他们为创设美好意境、
抒发内心哀乐所运用的高度凝炼的语言，把握诗的用韵、节
拍、停顿，声调的轻重缓急，字音的响沉强弱，语流的疾徐
曲折，从而濡染心灵，陶冶性情，培养学生的文学趣味。

当然，我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在各
个环节的衔接上，在一些问题的设置上，在今后的教学过程
中，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善自己，完善教学！

《沁园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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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我当新教师的第一节课，课前准备十分充分，应该来说
也是比较成功的一节课，至少是自己还算满意的一节课。教
师授课紧扣文本，启发诱导，循循善诱;学生鉴赏诗词，由品
味意象到体悟情感，再到感怀心志，循序渐进。让人真正体
会到了青年毛泽东所具有的革命英雄气概，胸怀着激浊扬清，
改天换地的鸿鹄之志。

当然最为上岗的`第一节课，可能缺憾会更多，我无法排除自
己心中的紧张情绪，可能语速会太快，未能在诗词鉴赏方法
上及时给予学生指导，未能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与学生共
同织一张“网”，使之通过一首诗的学习鉴赏，初步掌握诗
词鉴赏的一般规律、方法，形成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应该
提醒学生，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掌握一套阅读鉴赏方法，甚
至要比单纯从一首诗词的学习中获得知识更加重要，更具现
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