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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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夜书所见教学反思篇一

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先是写游客在外，因秋风落
叶，感到孤独郁闷，由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小孩
在捉蟋蟀，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生活，于是那种
郁闷之情又被一种亲切之感所代替。

所以，我教学这首诗时，更加注重了让学生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引导
学生采用多种方式读，如：教师范读，小组、男女赛读，以
游戏形式激发朗读、诵读等等，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读中悟
情。在学生充分诵读中“心入于境，情会于物”，使学生受
到情感的熏陶，促进学生对古诗优美语言的感受、积累、内
化，师生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教学中，注重把握诗的意境和情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
品味语言，引导其展开想象，让学生投身其中，想诗人所想，
感诗人所感。在教学第一、二行诗时，我让学生想想：萧萧
秋风吹下梧桐叶，送来阵阵寒冷，江面上也吹来了秋风，在
这样的一个夜晚，假如你就是这个独自在外地作客的诗人，
看到眼前的情景，你会产生怎样的心情？有了这样孤单寂寞
的心情就会很容易想起了什么呢？我请班上的外地孩子谈谈：
当你们当离开家乡来这里读书，你们想家吗？你想起了谁呀？
这时，学生那根思乡的弦被触动了，通过自身的感受，从中



理解了“动客情”，体会了诗人的真实情感。

从这首诗的`教学中，我感受到孩子们的语言积累还需加强，
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也有待提高，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
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培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三年级夜书所见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教了《夜书所见》这首诗。

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学习古诗让学生受到传统文化
的熏陶。因此，在教学古诗《夜书所见》，我注重了让学生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体会诗人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式读，如：教师范读，小组、
男女赛读，以游戏形式激发朗读、诵读等等，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读中悟情。在学生充分诵读中“心入于境，情会于
物”，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促进学生对古诗优美语言的
感受、积累、内化，师生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教学中，注重把握诗的意境和情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



品味语言，引导

其展开想象，让学生投身其中，想诗人所想，感诗人所感。
在教学第一、二行诗时，我让学生想想：萧萧秋风吹下梧桐
叶，送来阵阵寒冷，江面上也吹来了秋风，在这样的一个夜
晚，假如你就是这个独自在外地作客的诗人，看到眼前的情
景，你会产生怎样的心情？有了这样孤单寂寞的心情就会很
容易想起了什么呢？我请班上的外地孩子谈谈：当你们当离
开家乡来威海读书，你们想家吗？你想起了谁呀？这时，学
生那根思乡的弦被触动了，通过自身的感受，从中理解
了“动客情”，体会了诗人的真实情感。

我还重视了背诵积累，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朗读古诗不仅是语言的'积累，还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积累。

三年级夜书所见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我教了《夜书所见》这首诗。

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学习古诗让学生受到传统文化
的熏陶。因此，在教学古诗《夜书所见》，我注重了让学生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体会诗人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式读，如：教师范读，小组、
男女赛读，以游戏形式激发朗读、诵读等等，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读中悟情。在学生充分诵读中“心入于境，情会于
物”，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促进学生对古诗优美语言的
感受、积累、内化，师生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教学中，注重把握诗的意境和情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
品味语言，引导

其展开想象，让学生投身其中，想诗人所想，感诗人所感。
在教学第一、二行诗时，我让学生想想：萧萧秋风吹下梧桐
叶，送来阵阵寒冷，江面上也吹来了秋风，在这样的一个夜



晚，假如你就是这个独自在外地作客的诗人，看到眼前的情
景，你会产生怎样的心情？有了这样孤单寂寞的心情就会很
容易想起了什么呢？我请班上的外地孩子谈谈：当你们当离
开家乡来威海读书，你们想家吗？你想起了谁呀？这时，学
生那根思乡的弦被触动了，通过自身的感受，从中理解
了“动客情”，体会了诗人的真实情感。

我还重视了背诵积累，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朗读古诗不仅是语言的积累，还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积累。

三年级夜书所见教学反思篇四

古诗的教学，一直觉得在诗句的理解，特别是出现一些跟现
在的意义具有较大出入的字词的时候是最大的难点。

《夜书所见》在备课就猜到学生对“书”字的理解以及对后
两句出现倒装句的情况可能存在困难。果然，板书课题后，
让学生想一想夜书所见，是指诗人在做什么？书指什么？不
少学生意见不同，有的说书是那个人在看书，有的人说那个
人在看东西把这些东西当成书，这时我让学生看图然后再反
复读课题，又读了三遍课题后一位同学站起来说，他认为书
是写，那个人把看到的写了下来。这时，学生也茫然不知所
措，我不急于让学生下定论，因为开课前我也查了不少资料
正在这个书上为难呢，这个书字是应作写来讲，但很容易让
人感到是诗人在看书看到了一些景象，我想如果他们说不出
来都认为是看书的话，也不能说错，但学生竟能悟出来，看
来多读确实有好处。而这两首诗的难点也就是夜书所见，这
首诗的诗句不太好理解，因此我让学生再看图联想明月，独
自一人，江边静静的夜这些会让人想到什么，学生都说会想
到自已的'家。再让学生朗读古诗，从古诗中体会诗人的思乡
之情。学生能够说出来了，既然能解其情，就好办了，学生
再反复读诗句并结合注释，很快就明白了第一句的意思，第
二句也好懂，但却是倒装句，为此我先让学生读最后半
句“夜深篱落一灯明”结合图学生很快明白了，但夜那么晚



只看到灯又看不到人，那个人只能猜想了，再看上半句，让
学生抓住“知”（料想）就马上能理解了。学完了古诗，理
解了诗句的意思，然后我又重新回到课题，让学生说
说“书”字到底怎么理解，这回大家都能明确地说出
是“写”的意思了。有了这样的基础，第二首诗学生基本可以
*自学理解。

三年级夜书所见教学反思篇五

我国古代诗歌,是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学习古代诗歌对学生了
解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提高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热情
有着重要作用。《夜书所见》是南宋诗人叶绍翁写的客游在
外，因秋风落叶，感到孤独郁闷，由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
料想是小孩再捉蟋蟀，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生活，
于是那种郁闷之情又被一种亲切之感所代替。我抓住“动客
情”这条主线，让学生体会诗人的思乡之情。第一次，诗人
在听到萧萧的风声，感到有些寒意时，动了客情；第二次，
诗人在看到灯光，料想是儿童玩蟋蟀时，又动了客情，思念
自己的家乡。教学重点突出，又突破教学难点。板书设计也
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抓住重点词语，突出主题，表达诗人的
思乡之情，使学生一目了然，加深对古诗的理解。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我国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知者。”乐知就是对学习有兴趣。兴趣是开发智力的钥匙。
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一幅幅精美
的画面，萧萧的风声，舒缓的'音乐，给学生带来视觉和听觉
上的享受，让学生走进文本，走进诗人所描绘的意境中，激
发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让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同时培养
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叶圣陶先生说：“教就是为了不教。是的，授之鱼，不如授
之渔。”我时刻不忘向学生渗透学习的方法，培养学习能力。
在课前，我让学生搜集诗人的资料，了解诗人，为学生学好



古诗和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做铺垫。在教学时，我让学生用
自己喜欢的符号，画下古诗中描写的景物，并写下自己的感
受。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在理解诗意
时，我又教给学生学习古诗的方法，如在导入时，我问学生，
“书”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我告诉学生可以
查字典，也可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在理解“促织”一词时，
当学生回答之后，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学生
借助注释来理解意思，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运用所学方法，理解了古诗意思，培养学生语文
学习的能力。

语文的阅读教学应该坚持“以读为本”。著名语言家张志公
先生说：“语文教学第一是读，第二是读，第三还是读。”
可见诗歌学习中读的重要性。我先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如
指导学生读第一句古诗时，要学生读慢些，低沉些，然后让
学生反复诵读，加深对诗句内容和情感的理解感悟，领略古
诗的意境。整堂课朗读的形式很多，有开火车读古诗、师生
合作读、指名读、配乐朗读、老师范读、齐读等，我还把音
乐引进课堂，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读
出意，读出味，读出情，在读中整体感知，理解诗意，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语文教学光靠教材是不够的，我灵活把握教材，拓展教材，
使课堂教学得到拓展和延伸，并架起课内、课外有机连接的
桥梁，丰富学生的积累。同时做到新旧知识的整合，注重语
言的积累。我在课堂上复习了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小儿垂钓》、《所见》、《村居》、《赠刘景文》、《山
行》、《静夜思》，拓展了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曹丕的
《燕歌行》、张籍的《秋思》、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及张
翰的《秋风动客情》的故事。整堂课，书声琅琅，学生学得
很快乐。

一节课下来，自己当然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1、朗读的时间可以在充分些，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2、教学时间上把握不够准。

今后的教学中一定会注意以上几个方面，取长补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