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两首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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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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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一

4古诗两首《江南春》反思：

春的景致直观地带给人美好的遐想，那么怎样和学生一起品
味春色呢？那就把诗意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把读诵
积累与情意熏陶结合起来。《江南春》就是将春景与情结合
在一起的诗，可以读出诗人用“春”创造出一种“责任”。
它不能非常透彻地讲给学生听，也许我们不能借古说今，但
背诵这首古诗，积累这首诗，给予学生不应该是单单一首诗，
应该把思想还给学生。杜牧看到这一切，以诗的方式记载着
历史。诗人是创造者，创造者本身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这
首诗其实把这一切也都写了进去。虽然我们不能告诉学生这
么多，但通过点拨引导现在的学生做个有思想的人。在读通
诗句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划出自己不理解的字、词，查字
典或同学之间讨论，说说“莺啼”、“绿映红”、“酒旗
风”等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由串讲诗意：千里江南，到
处莺歌燕舞、绿数红花互相掩映。有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
郭，酒旗在空中飘荡。南朝留下的四百八十座寺院。那许多
宏伟的楼阁，笼罩在朦胧烟雨中。再让学生找一找江南春描
绘了那些景物？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这样朗读诗歌、
背诵诗歌就容易了。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诗是美好的创造，学生在教室里读着，肯定不如到生活中读
着，肯定不如到春天中读着。而春天的诗可以说非常多，这
两首诗学完后，引导他们继续寻找，尽可能地多研究几首，
这对于他们综合了解春天，了解春天其它方面负载的东西，
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有利的。领着孩子们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感受春光明媚，沐浴在充满暖意的大自然中，来一起背诵描
写春天的古诗，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和学生一起搜集描写春
天的诗，来朗读、背诵，效果非常好。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绝句》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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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了三遍课题后王祥光同学站起
来说，他认为书是写，那个人把看到的写了下来。这时有的
学生一想也开始赞同了他的意见，我舒了口气随即赞同了王
祥光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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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上半句学生就马上能理解了，第二
首诗学生基本可以自学成功。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我们上了第九课《儿童诗两首》，学生对诗歌非常感兴
趣，我先让孩子从整体上比较两首诗的不同，大家说的不错，
比如第一首是分小节写的，全文只有一个标题，而第二首诗
有三个小标题。在体会押韵时，在引导下，孩子们也能发现
诗的韵脚。

接着我们描绘了诗带给我们的画面和感受，学生说的不错，
尤其是在说《童年的水墨画》的《溪边》时，有的孩子从颜
色上理解意思，说前三句都是在写绿色，而到了第四句就写
到了“红”蜻蜓，真是“万绿从中一点红”呀！我当时就肯
定了她的感受，想的非常细致！

最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比赛朗读自己喜欢的诗歌，大家积极
准备，在比赛朗读环节，每个小组各显其能，读出了自己的



特色！在评价小组朗读效果时，我采用了建议的方式，比如：
朗读的声音要响亮，最好要把身体站直，这样声音才能更好
地传出来，在我的建议下，第二小组吸取了第一小组的教训，
但感情又不够，我继续建议，如果你想让别人陶醉，不仅声
音要响亮，自己先要入情入境，能有这样你才能打动别人，
第三小组终于按照要求朗诵了出来，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我的评价：你们几个人的朗诵，就像一首和谐的交响乐，各
尽其职，如入天籁之音，好！也许这个评价有些言过其实，
但孩子们在朝着目标努力着，真是高兴！

晚上布置了改写《溪边》的家庭作业，有很多孩子能把文中
那种美的意境表达出来。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由《我想》和《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第一首
充满了儿童神奇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
想，具有十分浓郁的儿童诗特点。而第二首诗则摄取了童年
生活的三组画面，生动表现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欢乐。教学
这课时，本课知识点为：

1.借助拼音或工具书读准本课出现的生字“丫”“汲”，掌
握词语“花苞、柔软、柳絮、喧闹、梳妆、虎牙、水墨画”
等词语。

2.经过有感情地朗诵，想象，感受儿童丰富想象力，尝试着
写写儿童诗。

诗的教学，特别是诗的教学，我觉得还是要让学生多读，在
读中感悟，以读引想，以读引说。由于这是儿童诗，和孩子
们的生活很贴近，所以读后，让他们说时，个个都有话可说，
连平时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坚坚也不停地举手发言，还勇敢地
站起来示范朗读。看着他们高举的小手，联想平日有些课堂
的沉闷，看来，问题还是出此刻教师如何有效地引导那里。



仅有当孩子们喜欢时，这样的课堂，才是最有成就感，最有
效的课堂！有些孩子在下课后兴致勃勃地拿着他刚改写好的
诗，迫不及待地念给我听，看着他那认真的模样，真是欣慰！
此课不足之处在于，ppt不够细致，时间的把握好是不够的太
好，另外忘记了《童年的水墨画》这一部分的板书。

古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五

我和学生共同学习了《儿童诗两首》，一首是《我想》，这
首诗写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幻想，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
上，想把脚接在柳树根上，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想把自己
种在土地上，表达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
往；另一首诗是《童年的水墨画》，摄取了一组儿童生活的
镜头，表达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快乐。两首诗充满了童真童
趣，其想象大胆，语言简炼，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人进
一步感受到了童年的美好。

本节课，我没有过多的分析讲解，没有课件演示，我只是引
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让学生通过朗读，展开想象，脑海中
浮现出诗歌描绘的美丽画面，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哪个愿望，
最喜欢哪个画面，并说一说喜欢的理由，让学生对诗歌所描
绘的'画面有自己的补充和拓展。边读边想，边读边体会，体
会之后再读，与作者一道沉浸在一连串美妙的幻想中，沉浸
在童年生活的快乐中。同时，让学生真正感受阅读的乐趣，
我觉得这才是美妙的课堂教学，这才是审美阅读，这才应是
我们小学语文教学应该追求的境界。

现在的语文课堂，有些教师可能过分注重语文的工具性了，
可能过于注重让孩子理解课文内容的缘故，教学中常常不自
觉地、按图索骥式地带着孩子机械阅读文本，并不恰当地以
实物或某些媒体漂亮的画面，来直接代替孩子自己对课文的
阅读感受、想象、体验和理解。殊不知，“阅读是学生的个
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



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特别是阅读那些文学性较高的叙事类、
抒情类文章，应该十分重视和引导孩子展开个性化的审美阅
读，通过反复诵读，启发他们在学文识字、感悟积累语言的
同时，设身处地与作品里的人物进行对话，展开心与心的交
流；启发他们寄情于作品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忘乎所
以……而不是“对号入座”式的解读作品，或机械地以所谓的
“直观”的图画、景物等来影响、干扰或替代孩子们自由自
在的“悦读”。

语文课堂就应是学生快乐的天地，就应是一门陶冶人的艺术，
就应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就应让学生走进自信的大门。
教师就必须重视朗读、重视指导朗读的方法、重视创设朗读
的情境，真正让朗读成为语文课堂的美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