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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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登岳阳楼》是老杜的代表作之一，很能体现其沉郁顿挫的
艺术风格与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其写景雄伟壮阔，写身世
孤苦凄凉，抒情却心忧天下。所以这首诗自然要精讲。但我
又不愿跟一般老师那样一句一句的分析。而本诗的标题也只
反映了其写作地点，不能提取更多信息。因此，我也没有以
题解入手。我当时教学设计是这样的：第一步，学生阅读注
释与练习册上的背景介绍，让学生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然
后抽查学生记忆情况以及从中摄取信息的能力；第二步，根
据背景入手设问，哪几句诗最能其身世？他的身世怎样？第
三步，要求学生思考，身世如此凄苦之人，一般是感到自己
的不幸，杜甫是否也是如此？从哪些诗句可以看出？第四步，
杜甫博大的胸襟与诗中哪几句诗相照应相衬托？为什么？这
几句诗的意境如何，哪几个字炼得好？作点分析。第五步，
诗歌首联“昔闻”“今上”相对，有人说是“喜初登也”，
有人说是“感悲苦也”，你同意哪种说法？联系全诗分析。
第六步，先介绍杜甫“沉郁顿挫”艺术风格的特点，要求学
生讲讲它在本诗中是如何体现的。第七步，学生自读自主欣
赏部分的诗歌，然后提出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共同讨论。

但今天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作了些调整。在学生了解了背
景之后，先让学生自读，然后分析其字面意（主要是学生说，
老师是作点拨）。然后让学生思考本诗景与情的关系，且要
他们置身诗境，描绘本诗的景物特征，以及抒情特征。后面
几步则与设计的一样。作这样的调整是考虑班上学生的程度，



为了让他们能更好更快地理解诗歌。我感觉今天的教学效果
还可以。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真不敢相信，人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人。海伦凯勒出生19
个月就因为疾病而成为盲聋哑残疾人，她在莎莉文老师“爱
的教育”之下，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还学 会了说话。20岁
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哑人。不仅如此，她还成为
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致力于救助残疾人的事业，建立
了许多慈善机构，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更让人不敢相信
的是，竟然有如此耐心的老师——莎莉文老师。在没有任何
经验的情况 下，完全靠自己的实践摸索，极大的开启了海伦
凯勒的心智，并帮助她走向成功。收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
戴。奇迹，在师爱和奋斗中创造着。

《再塑生命》这篇课文写莎莉文老师对“我”启示世间真理，
给“我”深沉的爱，同时也展示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
求。

上课前，我利用三月的早晨充满生机，校园里小树发出鲜嫩
的绿芽、桃花粉嫩惹人，这样的美景我们看到是多么自然、
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而我们要去认识一位聋哑 盲女孩，对她
来说能生存下来已需要足够的勇气，但要有所成就，那简直
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走进这个奇迹，走进海伦凯勒的心灵世
界。海伦说：“我要把别人眼睛 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光明，
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当成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
我的幸福。”是谁让海伦凯勒走出痛苦的深渊?莎莉文无私的
爱重塑了海伦 凯勒的生命。而再塑后海伦的生命如歌，所延
续传承的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爱的故事。

在我的感召力下，大家富有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说出了全文
三小节的主要内容。在品味语言环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找



出了自己最喜欢或最感动的句子进行交流，同 时被海伦凯勒
的坚毅、顽强所打动，许多同学在畅谈感受时表示要以海伦
凯勒为榜样，勇敢地面对挫折，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这样战
胜厄运的人不仅仅只有海伦凯 勒，于是，我鼓励学生寻找更
多的“海伦凯勒”。像她一样身残志坚的人士。在这个环节
中，同学们说出了霍金、贝多芬、史铁生、保尔、张海迪等
等令人崇敬的人 士。我趁热打铁，让学生更多的关注身边的
人，或许这些人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令世界动容。

同时，这篇文章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很值得我们好好
品读，我让同学们反复朗读那些描写景色的句子;第三节中什
么是爱的那些感悟的句子。

在这堂课上，教师良好的情感引发了学生积极的情感反映，
学生主动学习，课堂上营造了情感交融的氛围，大家上课积
极发言，朗读也充满感情。

唯一不足，在时间把握上，还是过于纠结在细节上，没有从
大点上让学生能迅速进入下一个环节。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教学这篇文章，可抓住这句话，讲清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来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文言文的
主题思想，也包括其艺术构思和创作风格，应根据情况作出
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既然是文章，就离不开思想。如果轻
视和忽视《岳阳楼记》的消极面，显然是不妥的。

在实施教学中，具体可结合时代背景，在阐述清积极面同时，
引导学生在理解怎样面对挫折的问题上，来理解其消极面：
怎样面对现实中的困难？我们对困难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
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理解：“则忧其君”的“君”含义是
什么？君与国是什么关系？“君”与“民”是什么关系？封



建社会中这几个概念与现代社会是否相适应？由此引导学生
对其消极面进行反思。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优点：对学习者的分析详细准确；对三维目标的设计也全面
详尽；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媒体的选择较合理。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引导学生敢于提问、
善于提问，让学生发言，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
在品读中感悟，在讨论中训练思维，并在课后的作业中得到
拓展。

缺点：“读”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生命。诵读的方式很多，
针对本课的特点，引导学生去体会文章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应
该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时教师的师范朗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惜，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没能给学生作出表率；“授人
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文言文的学习教师应指导学生多积
累字、词、句以及重点句、难句的理解等；还要收集与课文
有关的材料，以便更好的理解文章的思想情感等，这方面，
我好像做得多了些，有些替学生包办了的味道。

优点：整个过程比较合理。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从导入
到结束，让学生真正参与其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将现代教学思想渗透其中，有教育法、心理学的应
用，给学生宽松的思维空间，采取了应变得当的措施，问题
的设计突出重点，降低难点，难易适中，能让85%以上的同学
都能自己解决问题，板书简洁明了、重点突出，使学生对课
文有了清晰完整的印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缺点：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小组的探究、合作学习比较多，没能尽情的发
挥每个人的长处，特别是对于差生、没能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这对特们今后的成长很不利。

改进建议：



1、走出去、请进来，多学习别人的优点。

2、努力钻研教材、用好教材，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

3、多反思自己，在反思中进步、在反思中感悟、在反思中成
长、在反思中提升。

优点：注重了对学生的各种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比如：朗读
技能的培养（放朗读带、进行指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的技能的培养；（问题由学生找、问题由学生解决、教师归
纳）让学生收集有关背景资料、与课文有关的资料；（学生
收集、教师补充）引导学生重点品味语言的能力；（学生讨
论、教师总结）增强了对语言的感悟能力；比较阅读的能力
等。这篇课文教学策略的运用也比较恰当合理。以诵读和探
究式、自主讨论式为主，当然，我还会根据课堂的变化随时
做出合理的调整，还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或打印、
或投影、或放朗读带、或用多媒体中音频、视频、图片，在
增加学生积累的同时，也教会学生积累的方法，从而提高学
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发挥教师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放
飞学生的思维，让它发挥最大的才能与创造力，为学生创设
了良好的学习情境、以及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

缺点：尽管我也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做到至臻至善。但
总有那么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有时对多媒体的运用，
时机掌握不好；或运用的不太合理；有时对问题的设计针对
性不强；对学生的思维束缚的太死；教学方法运用的欠妥等。

改进建议：

1、从“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出发，着眼与学生未来的发展。

2、多与同行们探讨、研究，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具有特色的有
效的方法与策略。



3、抱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信念，只要我努力就会走
向成功。

4、坚持“活到老、学到老”。

5、引进生活的“活水”，随时给自己注入教育、教学的新鲜
血液。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上《登岳阳楼》的时候，将这首诗与之前学过的同为杜甫登
高之作的《望岳》对比起来学习，请同学从写景的气势，写
景的方法，创作的背景，抒发的情感这四个方面对两首诗进
行对比，取得的教学效果很好。

一来，《望岳》是“齐鲁”，《登岳阳楼》是“吴楚”，都
通过近乎“卫星图”的高度进行俯视，运用联想和夸张的手
法进行“大全景”的描绘，表现宏大的气势，这是两首诗在
写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通过对比印证，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这种写法。

二来，这两首诗一前一后，在创作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杜
甫创作《望岳》之时可谓是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因此抒发的
是凌云之志。而在创作《登岳阳楼》之时，杜甫已是“老
病”之身，尤其在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转衰之后，更是悲从中
来。因此，同为登高，同为写宏大的全景，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抒发的是完全不同的感情。

这两首同为杜甫登高之诗，却是一开一合，对比阅读，可得
其中三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