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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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乡村四月》描写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
孩子们在其间玩耍嬉戏的情形。在上这堂课前，我结合本单
元的综合学习的任务，布置了让学生收集田园风光的资料，
便于学生进一步感受乡村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在那样的环境中
生活的快乐。

课堂上，由于这首诗内容浅显，写景意境清新，写人童稚纯
朴，教学时，我让学生充分地读书。因为，多读是品位语言
的最佳方式。有疑问时读，多读茅塞顿开;有感悟时读，多读
理解深入;品位语言时读，多读朗朗成诵。这首诗充满了诗情
画意，画面色彩明丽。我先让学生从画面上找，再到字词里
面找，学生找到了方法，体会到了景色的美，色彩的美。为
了让学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勤，我又创设了情境，让学生
进行角色体验，走进劳动人民的内心世界，以自己的生活经
验体会到文中的情感。总体来说，对于体会词的意境，我认
为还是步步深入，引导到位，这样课堂才能进行顺利，课堂
气氛也会很活跃。

但是教学《乡村四月》之后，发现还是有许多不足。我发现
无论是在教学设计还是在课堂把握与生成方面都存在许许多
多需要学习的空间。由于自己本身教学经验不足，所以在课
堂上碰到了许多的问题与障碍。



首先，在初读部分我做得还不是很到位。我在初读中安排了
三个层次的朗读。第一个层次是希望学生通过朗读能够读准
字音，读通句子。第二次的朗读，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自由读
能够读懂一些字词的意思，基本理解诗的大意。而第三次的
朗读，则是希望学生能够读出一点节奏和韵味来，在这其中
我还穿插了让学生看插图理解诗情画意，从而读出层次，读
出感情，把握这首诗的情感基调。在教学过程中，我第一个
层次的朗读掌握的还可以。但在第二个层次上的目标实现得
还不是很好。所以在引导学生读懂字词方面还不是很全面，
比如说：“山原”这个古今用法不是很相同的，也没有引导
学生去了解。“白满川”、“雨如烟”等也没有很好地让全
体学生一起去理解透彻，只是我自己解释给他们听，用语言
把画面展示给他们看，没有把课堂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我
觉得这里如果再加个环节，让学生自己联系注释讲讲这几句
的意思，可能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会更深入一点，这样也
为后面情感的发挥做下了铺垫。在学生讲了诗句的意思之后，
再让学生概括地讲讲，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最后回到文中
精练的.诗词句，这样学生就能体会到古诗精练的特点。总之
是希望优美的诗句语言能够在孩子的灵魂深处扎根、发芽、
成长，就如同这季节绵绵的春雨，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其次，在后面的引导学生感悟“绿”这个环节时我也把握不
够好。我让学生对“绿”展开想象：通过这个绿字，你仿佛
看到什么绿了呢?但是，在课堂实施的时候，由于我在引导学
生说话方面的能力欠缺，学生想到的画面有些支离破碎，不
成体系。其实只要要相信学生的创造潜能是一块等待开发的
广阔天地，只要老师能慧眼发现、挖掘，学生的智慧就会迸
发出耀眼的光芒。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首先，在初读部分我做得还不是很到位。我在初读中安排了
三个层次的朗读。第一个层次是希望学生通过朗读能够读准



字音，读通句子。第二次的朗读，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自由读
能够读懂一些字词的意思。而第三次的朗读，则是希望学生
能够读出一点节奏和韵味来，把握这首诗的情感基调。在教
学过程中，我第一个层次的朗读掌握的还可以。但在第二个
层次上的目标实现得还不是很好。自身对于课堂也还很陌生，
所以在引导学生读懂字词方面还不是很全面，比如说：“山
原”这个古今用法不是很相同的也没有引导学生去了
解。“白满川”、“雨如烟”等也没有很好地让全体学生一
起去理解。我觉得戴老师说的很好，这里如果再加个环节，
让学生联系注释话讲讲这几句的意思，可能学生对文本的熟
悉程度会更深入一点，这样也为后面情感的挥发做下了铺垫。
在学生讲了诗句的意思之后，再让学生概括地讲讲，训练学
生的概括能力。最后再精练到课文中的诗句，这样学生就能
体会到古诗的精练了。

其次，在后面的引导学生感悟“绿”这个环节时我也把握不
好。此时，我让学生对“绿”展开想象：通过这个绿字，你
仿佛看到什么绿了呢？但是，在课堂实施的时候，由于我在
引导学生说话方面的能力的欠缺，学生想象得不够深入。戴
老师指导我要在如何引导学生想象说话方面下点工夫。此时，
如果能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想开去，比如说：竹子绿了、
稻田绿了……那学生对意境的想象就达到了，对诗歌的'理解
也深刻了。在学生能够透过文字想象出一幅幅画面之后，我
就指导学生朗读全诗，打算让学生从画面回归到文本。但是，
经过老师的指点，我发现如果在将文字分割成画面之后还需
要一个画面的整合才行，才能真正达到在学生脑中留下一个
富有意境的画面，否则在学生脑中之后一个个想象的片段，
那也是不能达到意境美的境界的。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语文教学注重以读为主。古诗教学中的读更为重要，只有进
入诗歌意境的最高层次的读诗境界，才能领悟到我国古代文
化的精髓。所以，我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读诗



的训练。共分两个环节。第四环节是初读古诗，让学生大至
的了解。第六环节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带着感情再次读诗，这
个环节叫做感悟升华。整个过程，力争做到以读代讲，读中
感悟，读出感觉，读出魅力！总之，本节课我是让学生以我
的一个问题为主线，放手让他们自学。但又不敢放的太开。
因为这不是我的学生，我怕放开会收不回来。在这个环节里
我觉得缺少小组合作学习。教学设计里有，但一紧张忘记了。
原计划个体学完之后合作交流，这样经过小组的智慧，就能
更好的完成，找出诗中事物这一环节。这只能是一点缺憾了！

总之，整个教学过程，我觉得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完成了我
预设的教学目标，使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说话能力、
写作能力、朗读能力等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今天，我执教的是第六单元的第23课古诗词三首，我想就这
一课做一做自己的课后的反思：

首先，教学伊始，我板书课题，并且相机提问学生从课文题
目中了解到了什么，是的，这一课里包含着古诗和词，具体
来说是两首古诗，一首词，在这时，其实我可以在重点引导
一下，我们在发言的时候尽量准确和全面，另外，可以相机
提问古诗和词的区别在哪里。至于区别，我想我应该在课前
做好准备，课后查查才发现古诗和词的区别大概如下：句式
不同，诗有绝句和律诗，五言、七言之分，词有小令、中调
和长调之分并且有词牌名，另外也有其他方面的不一样，但
基于学生的年龄和认知大致掌握即可。

第二个环节，走进第一首诗《乡村四月》，首先回忆第六单
元的单元专题，是啊！你是否已经闻到了乡村人家门前屋后
的花香了呢？你是否已经看到乡村人家的涓涓细流了呢？你
是否已经听到乡村人家的婉转动听的鸟鸣了呢？这些语言，
我应该之前在心中多念几遍不至于在课堂上显得生疏做做，



还可以邀请同学闭目想象。带着这种感官之旅，精神之旅，
走进这首乡村四月。

第三个环节邀请会背的同学背诵，并且相机表扬他们知道一
天之计在于晨，抓住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间做最有价值的事
情，请其他学生向他们学习。

第四个环节，学生齐读，老师范读，指名说说自己读的和老
师读的有什么不一样，学生会说读诗要停顿要入情，老师相
机请同学们带着提醒再来动情的读读。

第五个环节，指生谈谈自己的预习新知，在此也可以指生动
情朗读，教师相机板书重点词语的意思：山原、川、子规、
了等词语的.意思，这样学生在交流新知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
度去交流。

第六个环节，学生带着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再读古诗，然后一
起合作讨论相关的前置性作业。

第七个环节，学生反馈前置性作业。第八个环节，共同理解
古诗后两句，由情入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赞美之情。
第九个环节，大致理解前两句诗意，重点找出描写的景物都
有哪些。第十个环节，观赏《乡村四月》一课的视频。

我将继续对其中的某些环节做重点反思：在第五个环节，可
以相机提醒学生，这些重点词语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又
有什么意思呢？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并告诉学生古今之异。
同时，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以后的文言文要重点注意的，总
之，我们在作文、观文的时候、莫要望文生义。第六个环节，
可以安排为小组合作朗读古诗，提示形式多样：一人一句、
齐读、男女生合作，读完之后再来讨论前置性作业。第七个
环节，学生发言的速度和质量不行，我会好好总结并给学生
做以指导。第八个环节，我应该提前弄清楚作文的分类，写
人、记事、写景、状物等，从而引导学生给诗的后两句分类。



这是我第一次，运用生本课堂践行古诗教学，不是很成功，
那么我会知不足而后进，争取上出更精彩，更优秀，更高质
的生本课堂！

乡村聚落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在教学古诗时，我总是爱好先学生背诵，再串讲，学生们都
学得不怎么好？今天上课了，我检查预习学生们学得并不好，
正想发火，忽然我想到如果是在外面上公开课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我要做学生喜欢的老师那就表演一次吧。

我结合题目，问学生从题目里能看到什么信息？学生回答很
好，很快就知道了这首诗是写的.乡村的事，是发生在四月里
的事。然后我又让学生对作者的名字进行了分析，还分析了
部分学生名字的意义。这一点可能算是浪费了点时间吧。但
同学们对课堂还是非常有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