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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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一

作为五年级上册的第二组开篇的课文，以古诗词让学生体会
到作者的思乡之情，虽然孩子们在理解诗意上要比理解现代
文稍有难度，但是在教师的恰当引导下能大体的理解诗意，
体会感情。现在我将此次教学的得失总结如下：

优点：

学习一首古诗，必须理解了诗意才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理解古诗可以通过文中的注释以及插图，并加上合理的想象
就可以大致的理解古诗了。我在教学过程中先引导孩子按照
上述方法学习了《泊船瓜洲》后，接下来放手孩子学习了
《秋思》和《长相思》，并且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话将《秋思》
改编为了一个小故事，并让孩子畅所欲言学习了古诗词后对
作者思乡之情的理解，教学过程相当顺利，孩子们在理解了
诗意后，能有感情朗读诗词，并且在当堂就背诵会了诗词。

另外，这三首诗词中有很多的多音字，如：间、数、重、行、
更等，因为上学期我教学过此诗，便觉无“见”应读“jian”，
我当时不假思索的一口否决，但是后来查资料时发现这个”
间”就读“jian”。顿时，羞愧难当啊，这是教学准备时没有仔
细研读教材所致失误啊，从此以后，要百读不厌地研读教材
啊，因为一本书不管你读过多少遍，你总会有新的发现。



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二

《山居秋暝》这首律诗是唐代诗人王维山水诗中的名篇。诗
人描绘了山中秋夜优美的景色，清新幽丽，富于诗情画意，
其中寄托着诗人自己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枫
桥夜泊》这首诗所描绘的是枫桥的夜景。从其中的“泊”字
我们可知，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羁旅情怀。《长相思》纳兰性
德的《长相思》也是这样一首脍炙人口、情意绵绵的思乡词，
表达了作者羁旅怀乡的情怀。纳兰性德是清初著名大词人，
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近代著
名学者王国维就曾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

依据每首诗的特点和学生的生活积累、阅读能力，我设计了
由扶到半扶半放到全放的教学流程，收获还是蛮大的，现总
结如下：

教学这首诗时我分三步走，一步一个台阶，使学生的感悟能
力和思维能力、吟诵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第一步，交
流课前查阅的资料。先交流对王维的认识，知道他被称
为“诗佛”；接着交流题目，从题目中感受时间地点意境，
整体上把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初步感受意境的美。第二
步，自读自悟，标画描写了哪些事物，各有什么特点？试着
理解每句话的含义。创设班内交流的氛围，在思维碰撞中去
深刻感受。最后让学生画一画，并在背诵这首诗后，默写这
首诗，使创新和内化有机地融为一体。

这首诗的学习我是半扶半放，也用三步走的方法使学生学习
逐步深入。先引导交流对作者的了解，拉近和文本的距离，
在试着交流对题目的理解，指导理解课题的含义。接着让学
生借助资料理解每句话的意境，抓住关键词“愁”“寒冷”
去体会作者当时的心情，感悟诗歌的灵魂。最后也是让生背
诵并配画，将积累与创造有效融合。



这首诗词学习时直接放给学生自学，以检查的形式将学生的
思维调动并引向深入。

学完三首诗后，让他们观察：三首诗的共同点是什么？进一
步去体会他们的性情，感悟他们的情怀。

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环节有效地为本文的学习降低了难度，自
学能力提升明显，动手动脑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

第三首诗词放手对优等生来说没有难度，但是中下等的学生
则有点茫然。

如果再重新上这篇课文，我会照顾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思
维程度，让所有学生都有所提高，让每个学生在整堂课中都
能充满活力，都能学有所获。另外，我还会增加吟诵的环节，
在指导学生有滋有味的朗读之后再引导他们思考领悟！

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本课时，我放手让学生根据书中和词语手册上的注释，
自己弄懂诗句意思，然后比较三首古诗词，体会其内容上的
相似之处，感悟童年生活因环境的.各异，感受童年生活的情
趣和快乐。

在写法上让学生体会诗与词的不同，诗结构匀称，有韵律，
读起来琅琅上口；词是诗歌的一个种类，句子长短不一，所
以也称“长短句”，古代的词，都可以伴乐歌唱，词有词牌
名。在本课的教学中，我还注重学生想象能力的培养。

如《舟过按仁》中“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这句话写的是吃饱饭的牧童休息时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
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
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学完本课后，让学生尝试着把感兴趣的一首诗或词改写成一
个故事，使诗中的人物更生活化。通过改写，让学生走进诗
歌，与古代诗人进行心灵对话，领略古代诗歌的深邃意境，
认识祖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悠久，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祖国
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帮学生从根本上把握诗词语言的含蓄
凝练性与跳跃性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感悟作品的境界。

古诗词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古诗词教学总体看很成功，这三首诗都是脍炙人口、情
意绵绵的思乡诗，都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深深的思恋和热爱。

五年级的学生是积累了一些表达思乡怀亲的诗词的，所以，
我就利用学生的积累，引入新课的学习，让学生一下子就能
抓住课文的思想情感。

三首古诗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法各异，
《泊船瓜洲》是写景抒情，《秋思》则是叙事抒情，《长相
思》则融写景与叙事于一体，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基于
这个特点，我在让学生初读课文，理解内容之后，把三首诗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教学。在体会相同感情的同时，感受语言
的各自特点，揣摩表达方法的不同。效果比较好。

同时，在教学中我也很重视诗词的朗读指导。采用多种方式
训练学生诵读。避免单纯的朗读技巧的指导和机械的朗读腔
调的模仿。联系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和对作者感情的体会，引
导学生把握住作者的感情基调，读出自己的感受。所以，学
生在这课的学习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朗读的质量比较高。

成功之处:是“小练笔”将本课古诗词任选一首改写成小短文。
孩子们的兴趣十分高。想象也比较丰富有趣。如;张籍写的
《秋思》情意绵绵的思乡诗，被学生们改写的丰富多彩,就连
语文很差的学困生吕哲很勇敢地诵读了自己改写的短文，写
得也很有意思，她读完后班级立刻响起一片掌声，全班为她



鼓掌。本课的二诗一词同学们都有选择习作。习作效果很好。
以往我有时教学时间紧常常忽视这种小练笔，而今看来着实
是个失误。往往这种小练笔更能提高孩子们的语文素养，激
发他们学习语文，运用祖国汉字表达的激情。这篇小练笔我
布置孩子们写在小作文中，我准备进一步引领孩子们去欣赏
品评，并在今后的习作中引领孩子们品评欣赏更多的快乐!

不足之处: 从作业反馈来看，个别孩子不能准确把握本课基
本翻译，如：绿、还、见、开封…看来他们没有认真学习，
有走神的大有可能，今后我要加强对他们的引导。

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五

宿建德江》属于山水田园诗，诗人寄情山水，在山水风光的
描写中抒发自己愁苦的情怀。“愁”是全诗的诗眼，全诗围绕
“愁”字显示着作者高超的艺术构思。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是宋代诗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
作。全诗四句话写云、雨、风、水，生动形象；写山、船、
地、楼，句句求实，堪称写实景的佳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
江西上饶时的一篇名作。它以自然朴素的语言，给我们展现
了一幅鲜明逼真的田野风光图。本文的教学重点是感受诗词
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想象词句所描绘的画面，体会词中蕴含
的诗人的情怀。

围绕本课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通过对比读，让学生知道忧愁的古诗与描写景物的古诗的
读在质的上面是截然不同的。二是教师范读，即给这首诗定
调，老师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去读这首古诗的，从诗中找
出一个字来形容，让学生知道，这首诗原来是这么去读的。
三是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得字正腔圆，饶有韵味。四是精读，



做到在读中去理解诗意。五是情景交融读，想画面，在老师
的导语创设情景下，引导学生读，从而体会诗人的忧愁与孤
寂。在引导学生想象画面时，我始终围绕“日暮客愁新”这
句诗，让学生反复读，反复品味，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诗人的
内心世界。

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初读此诗，觉得它是写雨的
一首诗。后来我翻阅资料，品读苏轼的诗后。一遍又一遍地
读诗，发现每一次感悟都是不同的。起初被美景疾风骤雨所
吸引，再后来，便感动于苏轼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可以
说是历经坎坷，他有过青年得志的骄傲，有着红粉佳人的诗
意人生，有着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自信。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他本该享受的时刻却因为政见不合而不容于朝廷，满腔的
爱国情意得不到抒发，他便自请外调，来到杭州做一个小小
的通判。此诗就写于此。

3、古诗语句精炼，意境丰富，内涵深远。在教学中，我指导
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诵读。自主读，小组读，男女对读，集
体读。读正确、读流利、读出节奏。另外，指导学生抓住关
键字词品读文字之美。品味的过程中创设情境，以情导读。
最后，再拓展古诗，进行语文积累。

4、在古诗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传递、变动、再现作用，
让诗中的形、声、色、情、意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感觉器官，
能有效地变枯燥为有趣，转静态为动态，为学生思维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氛围，使学生的潜能得以更好地开发，个性得到
充分发展，使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得到满足，充分激发学
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从而对产生学习兴趣起到极好的
促进作用。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教学中把复杂
多变的情感与悦耳动听的音乐沟通起来，尽可能的将古诗中的
“情”化为可作用于听觉的旋律，有利于学生披文入境，感
受语言文字的精妙。如：教学伊始，我选用了充满古韵的



《琵琶曲》，那舒缓、悠扬的旋律带领学生走进古诗词的天
地。学生朗读时的配乐我选取了古曲《西江月》。来自古琴
的乐音拨动了学生的心弦，唤起了学生丰富的想象，使他们
如闻其声，如见其物，如临其境。那深情的乐曲很自然地将
学生带入一千多年前的作者身畔。

学生在感受作者创作这首诗的心情时，不能很好地把握。在
感悟诗人的性格品质时，还不能准确地感受。同时，个别学
生交流的时候用词不精确，暴露了孩子们词汇的贫乏，也暴
露了我日常教学工作的不足。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首先引导学生结
合拼音把每首诗词读正确，读流利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对
诗词的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结合注释，采用自主学习
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理解每句诗词的意思，进而理解整
首诗词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感情地朗读诗词，
背诵诗词。采用多种方式训练学生诵读，应避免单纯的朗读
技巧的指导和机械的朗读腔调的模仿。结合学生对诗词的理
解和对作者感情的体会，引导学生把握住作者的感情基调，
读出自己的感受。结合自己的感悟和课文中的插图，想象诗
中呈现的情景，体会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