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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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篇一

《登岳阳楼》是高中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
二单元杜甫的一首诗，教学重点是学习运用“ 置身诗境，缘
景明情”的方法欣赏古典诗歌的意境。这首诗作于大历三年
冬。当时杜甫57岁，从公安(今湖北公安)到达岳阳，时值深
冬，诗人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贫病交加，再加
上国家动乱，北归无望，全家人寄居在一只小船上，沿着洞
庭湖向南漂泊。诗人通过描绘洞庭湖雄伟壮阔的画面和个人
孤苦的境遇，表达了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意境
壮阔。

本节课是“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改革的一次有益
尝试。教完后，我觉得本节课总体是比较成功的，有以下优
点：

一、从总体设计思路与教学过程看，本节课教学始终遵循
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学
生自学训练，老师引导。整节课至始至终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作用。留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很足，多大10多分钟。

二、从学生自主学习，完成练习，到拓展检测，始终围
绕“诗歌意境赏析，语言品味，主旨探究”进行，紧扣教学
重难点，突出高考诗歌考点，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三、本节课运用导学案教学，对学生的如何赏析诗歌做了方
法指导，特别是语言表达技巧方面做了针对性指导，基本解
决学生答题思路会乱，表达不清等问题。

四、本节课突出了朗读教学，从开始到结束学生的朗读背诵
达十多次，有示范朗读，自读体验，有齐声朗读，情感朗读，
朗读较有层次，基本达到了当堂背诵的目的。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朗读，背诵诗歌。

2、品味诗歌的语言美。

3、领悟作者的情感。

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江南有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江西南
昌）。而岳阳楼，以其宏伟的气魄和壮丽的风采，吸引了许
多文人墨客登楼抒怀。

我们来欣赏一下杜熙宇同学为大家搜集的图片，请他来讲解
一下。（出示图片）

多美的岳阳楼，可是同景不同情，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写
的。

二、 作者及背景了解 （我们先了解一下作者和背景。）

（出示课件“作者简介”“写作背景”）



指出应掌握的知识点：

1.作者简介：陈与义，宋代诗人，字去非，自号简斋。宋代
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著有《简斋集》。

2.写作背景：靖康之难又称靖康之耻。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的
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陈与义被贬在陈留，流亡到洞
庭湖，几次登岳阳楼，与朋友悲伤国事，借酒浇愁，写下了
数首诗歌以记其事。

三、 朗读诗歌，初步感知

（下面我们来读这首诗七言律诗）

1、范读（先听朗诵，注意听准字音和节奏）

2、跟读（请同学们小声跟着读）

四、自读文章，粗理大意。

（1）（请同学们自读这首诗，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1、根据注释，解释诗中的重点字词。（见大屏幕）

2、本诗的诗眼是什么？（悲）

3、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什么？对应哪个句子？（悲伤，老木
沧波无限悲）

（找不准的地方，小组内可以讨论一下）

明确答案。

（2）（好，我们明确了诗歌的感情基调，让我们带着这种感
情基调，齐读一下这首诗） 齐读诗歌。



（3）（都有起立，我们看着大屏幕中的图片，就如登临此楼，
让我们再读一遍）

再次齐读诗歌。

师评价：同学们读的悲伤少了点，豪迈多了点，但是我们还
是要怀着悲伤的心情来继续欣赏这首诗。

五、理解诗歌，合作探究

（下面我们来逐句进行赏析诗歌的语言、情感，小组合作完
成）

1、赏析归纳：

（1）首联“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这两句交
待了岳阳楼的地理位置，以及初次登楼所见之景。“帘旌”
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视线由近及远的扫描，逐渐开阔，
融入暮色之中。不动的帘旌，表明湖面风平浪静；缓缓下沉
的落日，提示着傍晚的安宁。 “帘旌不动夕阳迟”由近及远，
近处岳阳楼上的“帘旌”没有风而静止不动，远处的夕阳在
缓慢下沉。初临此地，面对这样的景色，诗人的心情是沉重
的，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境遇以及国家政治，北宋就像这即将
落下的夕阳，再没有办法挽回，这是对时局的一种感慨，不
由悲从心来。

（2）颔联上句“登临吴蜀横分地”从历史角度介绍了岳阳楼，
下句写了在傍晚时徘徊在岳阳楼这个有湖有山的地方。登楼
有感，不禁想起了关于岳阳这个地方的故事来，想当年三国
时期的吴与蜀正是在此地因争夺荆州而兵戈相见。在这样有
山有水的岳阳楼畔，诗人没有尽情享受山水之乐，而是
用“徙倚”二字展现了诗人的举动，在傍晚时，诗人只在岳
阳楼畔徘徊。再联系一下当时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那是北
宋灭亡三年后，想到这大好河山已经易主，那种爱国之心使



得诗人在这里徘徊，这也是思想上的徘徊，想到时局，感慨
万千，“徙倚”二字将诗人那满腔愁绪表现的淋漓尽致。

（3）颈联诗人不远万里来到岳阳游玩，靖康之变（联系背景：
靖康之难发生时，陈与义被贬在陈留，流亡到洞庭湖，几次
登岳阳楼，与朋友悲伤国事，借酒浇愁，写下了数首诗歌以
记其事）三年来，自己如今站在楼上还眺望着远方。此
处“万里”和“三年”一虚一实，交待了诗人来到此处登楼
的路途及具体的时间。其中，“还望远”不仅仅只是诗人登
楼的望远，也是诗人联想当时国家政治危亡，对将来的一种
迷茫之感。这两句诗人联系时局，表达诗人那种忧国忧民的
心绪。

治局势的严峻，北宋已经危亡不可挽救。“老木沧波”既写
眼前实景，又是作者憔悴悲愁，

饱经风霜的自我写照，同样也是诗人对当时国家政治局势的
一种暗示。国破家亡，悲从心来。 感情：沉郁悲壮，对自己
辗转多难的生活无奈与失意。

师适时评价。

六、当堂成诵。

1、（我们现在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读诗歌。

2、试着背诵一遍。

七、拓展阅读。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杜甫的《登岳阳楼》，体会诗人的情
感）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师：杜甫诗中的“老病”“涕泗流”与陈与义诗中的“老
木”“无限悲”都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担忧，对时势的慨叹，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更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祖国。

八、布置作业。

我们今天的作业是将这首诗默写在作业本上。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谢谢同学们，下课。

九、板书设计。

登岳阳楼（其一）陈与义

首：夕阳迟

颔：徙倚 欲暮时

无限悲 颈：万里 三年

尾：白头 老木

十、教学反思。

在这堂课中，我是以“如何分析诗歌的情感”为主线的。读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自由读、个别读、齐读。接着，
在理解全诗的感情基调之后，再全班齐读。最后，拓展环节
中还是让学生学会在读中感悟诗歌的内涵，挑对自己有触动
的诗句自由朗读分析。反复诵读，不仅让学生充分接触诗文，
还可以让他们感悟诗歌的意境，还可以营造诗韵的气氛。

适时介入资料：在了解本诗的作者及写作背景时，我应适当
地让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诗人陈与义是在“靖康之
变”后，流亡到南方，登上岳阳楼，才写下此诗。因此，了解
“靖康之变”这个历史事件，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诗人
悲己悲国的情感。

这堂课有些许的不足，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这点做得还不是
很足，自己已经充分进入了角色，可学生却迟缓了许多。希
望老师不吝赐教。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篇三

1、熟读课文，体会文章的音律美。

2、学习和积累重要文言词语的含义，疏通文意。

3、学习文章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巧妙结合的写法。

同目标1、2。

同目标3。

一、导入

生：黄鹤楼上有崔灏留下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
鹉洲……

师：而岳阳楼，我们就会想起那传唱千古的名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请同学们读一读关于范仲淹的一段资料，可能对我们理解
《岳阳楼记》有所帮助。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
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常自诵曰：夫当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思考：

范仲淹少年时为什么发愤苦读？

范仲淹勤政爱民，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二、诵读课文，初步感知

1、学生放声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读准、读通课文。

师巡视，找出学生读错的字：偕，

并让学生说说在读时觉得哪些字音读得没把握，哪些句子读
起来拗口？

2、分组分节检查读课文，师指出错误处。

3、听朗读录音，小声跟读，感受课文语言特点，体味该如何
去读。

4、学生齐读：

思考：文章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紧密结合，指名回答：

叙的是重修楼之事



写的是洞庭美之景

抒的是情

议论的是先忧后乐。

学生对抒的什么情，答不上来。

5、请找出描写洞庭湖美景的句子来美读。

指名读，范读，学生参与评议。

三、疏通词句体味内涵

1、学生对照注释，逐句疏通一、二节文意，有疑难处做好标
记，同桌交流集体质疑，答疑。

2、检查字词解释情况：出示：记之（事）

衔吞（景）

得无异乎？（情）。相机解答以上的思考题，即叙的什么事，
写的什么景，抒的什么情。及三重否定对意思的表达。

3、检查句子解释情况，师出示：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属予作文以记之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指名学困生翻译，有困难的请同学帮助解答。

4、思考：藤子京被贬为什么仍能政通人和，百废待兴？范仲
淹为什么乐意为他作记？

洞庭天下水，如此壮观的美景，作者寥寥几笔带过，为什么？
用书上原文回答。

第二节中有些句子为下文埋下伏笔，起承上启下作用，请找
出来加以说明。

四、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一、二小节

2、想象迁客骚人汇聚岳阳楼时情形，并加以描绘。

1、课堂的导入注意了学生对古诗的积累。

2、整堂课，以诵读为主，以读促悟，而且读分读准，读通，
读美，三个层次，五个环节。即自由读，分组读，听录音跟
读，齐读，美读这样五个环节。收到了预期效果。这也符合
古文的教学特点。

3、带点字的选择也费了些心思：记之（事）

衔吞（景）

得无异乎？这几个字的解释也正好可以解决上面的思考题，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4、句子的翻译放手让学生去尝试，充分利用学生资源，让学
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必要时教师才作相应的
指导。



5、存在的问题：虽然注意了放手让学生去尝试，但缺少学法
的指导，比如读书时对于停顿、重音、语气等都缺少必要的
指导。再比如，翻译时没教给学生对于省略的句子成份，古
今词意的变化，词序的调整上作具体的指导，这是今后应该
注意的。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篇四

有一幅描写岳阳楼的著名楹联，其上联写道：“一楼何奇，
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
阳每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写了四位著名历
史人物与岳阳楼有关的四件著名的事：杜甫的诗、范仲淹的
文、滕子京的政绩、吕洞宾的轶事。

其中关于范仲淹的文，没有直说他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
而是只说其“两字关情”——将一篇三百六十多字的著名文
章归结为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之所以要紧，只因一个情。这
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这两字，当然就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忧乐二字。一篇《岳
阳楼记》，虽然字字珠玑，要是没有这两句，不过一篇文字
优美的普通抒情散文而已，能否还会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篇
章不得而知，但至少不会如此地震撼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们的
心灵。而这两句表现作者伟大人格、令后人无限景仰和崇敬
的名言，要紧的也的确是忧乐两个字。忧天下之所忧，乐天
下之所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作者
何等崇高的牺牲精神！何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济世治国平天下。也许正因为这
一点，楹联作者才将范仲淹称为儒，而称杜甫、滕子京、吕
洞宾为诗、吏、仙。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篇五

岳阳楼矗立在洞庭湖的东面长江的西面，（因为无风）楼阁



上的帷幔静止不动，夕阳缓慢地下沉。 登上当年吴国和蜀国
的分界之处，徘徊在黄昏时湖山之下。

为避战乱我奔波三年，行程万里，今日登高远望是什么心绪？

登楼凭吊古人，我自己已是两鬓斑白，望着远山的古树，青
苍中，隐含无限的伤悲。

全诗紧紧围绕“悲”字展开。

首联第一句“洞庭之东江水西”，横空出世，从大处着笔，
将岳阳楼的地理位置直接点出：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的东边，
在奔腾浩荡的长江之西。不由得让人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
中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看到这气
势非凡的语句，让人不由得心驰神往，但第二句却笔锋一转，
不再是空阔无边的壮景，而是描绘出一副宁静的画面，“帘
旌不动夕阳迟”，举目所见的是苍茫的暮色，帘旌一动不动，
夕阳缓缓西沉，残阳如血，铺于水面，湖面一般冷绿一半红，
看上去风平浪静，有些惨淡，有些寂寞，有些苍凉。景之凄
迷衬托人之悲愁。此句乃以景传情也。

颔联由上句平静的景物描写转而进行强烈的抒情。“登临吴
蜀横分地”，既说登临的地理位置，也在回顾历史，当年吴
蜀争夺荆州的历史似乎再度重现，吴蜀两军相争，互相厮杀，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声，马蹄声，兵器撞击声……声声
不绝于耳。历史的辽远、战场的血腥似乎又出现在眼前，战
争，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思及此，“徙倚湖山欲
暮时”，面对满眼的湖光山色，诗人却无心欣赏，独自徘徊，
是因为有满怀的愁绪，有满腹的心事啊，而在这苍茫的湖山
暮色之下，徘徊的身影拉长，拉长，正如作者理不清、剪不
断的愁情，更增添了几许怅惘、落寞之感。忆历史，思往事，
感时世，心悲切。

颈联“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诗人发出了痛



苦的呐喊，为什么偏偏会忆起吴蜀之战，那是因为诗人在历
靖康之变后饱尝战争之苦：万里逃难，南奔襄汉，颠沛湘湖，
流离失所。这正是诗人悲之所在啊。“万里”、“三年”分
别从时空的跨度来叙其遭遇之悲，读之让人感慨万千。登高
望远不但不能减轻心中的悲苦，反而更添几许愁绪。这无边
无际的愁绪当“望远”“凭危”时更如一江秋水滚滚而出。
如李煜“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如崔颢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登高望远怀乡思家，
乃人之常情也，更何况饱尝无限家国之痛的诗人呢？国破家
亡的切肤之痛早已深入骨髓了啊？此句将诗人的悲、伤、哀、
痛推向了极致。

尾联“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似乎是诗人顾
影自怜的喃喃自语，未老先衰头已白，为国事，为家事，为
自己，为那些与自己一样国破家亡的同乡们焦虑、忧愁，吊
古伤今，感怀伤时，在秋霜的季节里，更觉时世如风霜相逼，
冷峭之极。那衰老的枯木、那苍凉的湖面，何尝不像自己呢？
沦落天涯无尽的凄凉，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一切尽在不言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