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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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五年级语文下册第9课《古诗三首》，包括《从军行》《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首诗。这三
首诗都表达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教学时，我围绕单元主
题爱国与责任，引导学生抓住诗句中的词语，想象诗人的动
作、语言、神态等描写，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会诗人的
内心情感。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
方面：

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如何让学生充分领略这道独特
而又亮丽的风景，使学生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
的熏陶，并积累语言。古诗的教学还要以读为手段。不仅是
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其中的情感，更是要让学生体会到祖国语
言文字的韵律美，意境美，激发学生积极诵读、理解古诗的
兴趣。本节课不仅有大量的指名读、自由读，还有配乐引读、
男女生读、小组读等，在古诗诵读中相机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审美能力。

由于古诗短小精悍，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需要学生去想
象，合理地补充情节，补充画面，丰富诗的内涵。

本课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古诗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以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感
悟，体现自主学习。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感知文本，通过朗读



与想象解读文本，感悟古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在教
学中以“情”为突破口，以“读”为依托，根据学生的读诗
感受，由古诗的意象入手，以读悟情，以读入境，加深体验，
培养语感。

通过拓展交流深入挖掘文本，丰富文本，深化古诗内涵，提
升审美情趣。这节课不仅拓展了陆游的《示儿》、杜甫的
《春望》，让学生对比体会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还联系
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对比个人的悲喜与诗人因国家
的悲喜不可同日而语。然后朗读各个时代的爱国诗句，力求
唤起学生的情感，体悟诗人的爱国情。

最后让学生观看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
照片、舍小我顾大局的抗疫英雄的照片、首次登陆我们自己
的空间站的三位航天员照片，引导学生谈感受，激发他们志
存高远，勇担肩上之责。

作业的设计，既围绕单元主题，又有层次性，既让学生保底，
又创设拓展提升的机会，给予学生自主学习不断发展、不断
提升的平台。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三首古诗都是写的作者童年时候的事情，给作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所作的一首田园诗，是
其所创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的一首，诗人抓住村
庄男女的劳动的场面进行描写，男的外出劳作，女的在家忙
碌，就连那小孩也深受家长勤劳品质的影响，学着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真实地再现了夏日乡村农忙时的质朴生活，那
生活充溢辛劳，也充溢恬适，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赞扬。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



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稚子弄冰》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所作的七言绝句。全诗四句，
从小孩幼稚嗜玩的心理特征切入，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
纸而又诗意盎然的“脱冰作戏”的场景。

《村晚》是南宋诗人雷震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
写农村晚景的诗，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有着四周长满青草的池
塘、似被山咬住的红红落日以及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
用短笛随便地吹奏着不成调的曲子。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
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抒发了诗人对乡村晚景的
喜爱和赞美之情。

（一）在读准读通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根据七言绝句押韵和
断句的特点指导学生读出诗歌的节奏，读出诗歌的韵味。
（二）在借助注释、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想象诗歌描述的画面，
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诵出诗人的美好情怀。（三）迁移拓
展阅读，引导学生主动积累。

教学《四时田园杂兴》诗句时，其一，我引导学生通过想象，
一边读，一边充实画面的物象，丰满图画的内容，感受田园
劳动的繁忙与快乐，感受桑阴下学种瓜孩子的俏皮可爱，从
而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其二，反复地“想象——朗
读——感受——朗读”，融合起来，在读中想象，在想象中
感受，在感受中诵读。并且我适时予以点拨，如抓住“昼”和
“夜”感受农民的勤快，抓住“各当家”联想农民是多么繁
忙啊！这样，田园生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宁静安详的生
活画面就呈现出来了。

《稚子弄冰》的诗句稍难理解一些，我采用了小组学习的方
式，根据注解，让学生讨论、想象，也不难理解其意，同时
也感受到了古诗的优美，达到了陶冶情操，提升鉴赏的目的。

教学《村晚》时，在实践环节我采用“画中延伸，体验成



功”这一方法。我让学生动手添画，使画面更加完整。这不
仅是给学生起个示范作用，而且让他们觉得老师和他们是一
起学习的伙伴，拉近师生的距离。学生们个个都画得非常认
真，非常用心。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丰富了古诗
内容，又让学生在叙述中锻炼了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积累了
语言。

课堂教学效果不如人意。原因之一：在教学第一步骤，给学
生自主读诗的时间有点少，集体朗读不能代替个人自读。读
不好，教学第二个环节自然不好深入。原因之二：引导学生
借注释，明诗意，悟诗境时，教学策略过于简单。用何种策
略引导学生感悟到孩子的天真可爱，应该下功夫琢磨。“昼
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忙碌景象，距离现在学
生的生活也比较遥远，如何引导他们感受农村男女夜以继日、
辛勤劳作的劳动场面，进入诗歌描写的意境，读懂作者的情
怀，若适时补充一些人们劳动的画面，学生应该更容易入境。
教学策略的单一，导致这一教学环节没有引领学生扎扎实实
地进入诗歌的'意境，因而整节课学生始终游离于诗歌之外。

今后，我不仅要钻研教材，更要钻研学生，采用学生易于接
受的教学策略，达成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考探索，
真正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是我今后课堂教学中应该付
诸实践的首要任务。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古诗三首》包括《从军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首诗。其中《从军行》是唐代诗人
王昌龄所写的一首优秀的边塞诗，反映了戍边将士保卫边境，
杀敌立功的雄心壮志，具有昂扬的战斗精神，动人心魄，充
满了爱国热情和乐观精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唐代诗
人杜甫的名作。这首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
消息后，十分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表现了诗人真
挚的爱国情怀。《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是南宋诗人陆



游的一首爱国诗篇，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作者怀念北方人民、
渴望收复失地的心情。整首诗情感真挚，字字句句饱含诗人
强烈的爱国之情。回顾整堂课的教学，总结如下：

课题质疑，善于联系，理解诗人情感。

教学《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时，我布置学生课外阅读
摘录几首陆游的诗歌或南宋时期有关爱国的诗歌，感受那个
时代志士们忠怀忧国，关注国家命运的时代精神。上课开始，
我让学生从课题质疑，联系其他诗作，串联起来，理解诗人
的爱国情感。我问学生：“读了课题，你明白诗人为什么会
在即将天亮的秋夜走出家门吗？”学生联系《示儿》中诗
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以明白诗人忧国
忧民的思想。教学诗句“南望王师又一年”时，我设
疑：“为什么南宋朝廷不去解救那些饱受欺凌的遗民呢？他
们在做什么呢？”学生沉默时，我加以点拨：“能从《题临
安邸》一诗中找到原因吗？”学生恍然大悟，不禁吟诵起来：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从而体会到“遗
民”“南望王师又一年”而不得，“泪尽”的痛楚。通过联
系，新旧知识互相沟通，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的系统化，也
有利于学生读解能力的提高。

创设情境，有效导入。

教学《从军行》时，学生没学过边塞诗，对边塞诗了解不多，
不能充分感受边塞的凄凉、粗犷。教学开始，我以“边塞”
一词导入，引导学生欣赏王维的边塞名句“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接着欣赏独具特色的边塞图片，在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边塞诗的兴趣以后，引出诗人名字，并揭示课题《从
军行》。再出示唐朝疆域图，简要介绍《从军行》的写作背
景，让学生直观地了解边塞这个地方的位置，并且为理解诗
中人物的情感做铺垫。

教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我在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听到



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喜悦的心情时铺垫做得不足，以致学
生对情感体会平面化了，并没有立体起来。

新课开始，教师可结合古诗背景配上古曲，饱含深情地吟诵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古诗，渲染气氛，营造出诗歌的
意境，形成“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良好课堂基调。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古诗三首》是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篇课文，课文以
《四时田园杂兴》《稚子弄冰》《村晚》三首古诗组成。该
组教材是围绕“走进田园，热爱乡村”这一专题编排的。三
首诗描写的是古代儿童有趣的生活，表达了孩子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的天性。回顾整堂课的教学，总结如下：

依托动词，表演感悟。

《稚子弄冰》一诗运用动词准确地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活泼，
无忧无虑。教学时，我让学生先把诗意弄明白，然后找出诗
中孩子的动作“脱、穿、敲”，然后让学生模仿诗中的孩子
进行表演，也来做一回无忧无虑的“稚子”，大家纷纷行动
起来。表演后，我让学生进行自我和他人评价，通过评价，
学生了解到：稚子弄冰也是小心翼翼，倍加珍惜的，一块普
通的冰，在孩子眼里是“银钲”，是“玉磬”，是“玻璃
（古代玉石）”，而刚才同学们的表演没有把孩子的这份珍
惜之情表演出来，甚至还有的学生趁机闹腾，经过这样
的“抓动词——表演——评价”，学生真正理解了“稚子”
的天真可爱。

（1）读中想象，体会诗的意境。

体会古诗文的意境，是古诗文教学的目标之一，但同时也是
古诗文教学的难点。在教学《四时田园杂兴》时，我引导学
生观察书中的插图，由画入境，通过引导学生看体现诗意的



画面，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如诗的第一、二句围绕耘田绩麻，
我启发想象农民们除了“耘田绩麻”在夏忙中还要干些什么
活，学生会说出很多答案：插秧、收割、犁地、积肥等，想
象诗人见此情景会对“村庄儿女”说些什么，然后同桌互相
练习，互相表演，让学生在想象中体会农民的艰辛，达到较
好的效果。

（2）古诗所描写的什么季节，是我们学习古诗、理解古诗的
一个知识点。在教学《村晚》时，我并没有按照教参上的标
准答案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从诗句、诗意中进行推理。学
生从“山衔落日”判断出是傍晚，从“草满池塘”可以推断
出是夏天，再从“寒漪”推断出是秋天，最后综合起来，正是
“夏末秋初”，这样让夏末秋初更加形象化。

教学《四时田园杂兴》中，我引导学生借注释，明诗意，悟
诗境时，教学策略过于简单。学生们对诗歌的第四句“也傍
桑阴学种瓜”最易理解，也最容易感受孩子的勤劳，但对诗
中体现的孩子的天真可爱，学生不容易感受。教学时，我以
自己的讲解代替了学生的感悟是不可取的。用何种策略引导
学生感悟到孩子的天真可爱，应该下功夫琢磨。教学策略的
单一，导致这一教学环节没有引领学生扎扎实实地进入诗歌
的意境。

小学生阅读能力尚在形成阶段，要不断地让学生总结课堂上
所学到的阅读方法，并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方法进行“以一篇
带多篇”阅读，使之形成能力。古诗中像这样描写儿童活泼
可爱的诗篇还有很多，应该让学生运用学到的方法，自己搜
集，自己积累，并开展“赛诗”会。这样激发学生学习古诗
的热情，积累这方面知识。

四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教学《四时田园杂兴》时，首先让学生了解诗题及作者，
然后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品读、感悟。在熟读诗歌的基础
上，梳理诗中的重点词句，抓住诗中的字眼，理解整首诗的
诗意。通过自学、小组交流、全班反馈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
象诗歌的意境，体悟作者表达的情感。最后又为学生补充了
《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其他诗句，让学生自己分析、感悟。

在教学《稚子弄冰》时，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细细品味，
鼓励学生抓住相应的字眼，品味到了古诗所传达的意境。

在《村晚》这首诗的教学中，改变了古诗教学一味讲解、生
硬体会诗意的传统教法，从插图激趣、读中自悟、延伸阅读
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力求让学生从画中体验古诗的意境，在
个性化朗读中感悟诗意和情感，很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不仅学得轻松，而且学得快乐，
体现了让学生“乐学”的教学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