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汇总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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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而言，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故事性强、有情
节的内容。古诗的学习一般难以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而
这首古诗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是故事，也是古诗。我利
用这个关系，引导学生快乐的学习。小孩子天真活泼，好奇
心强，爱动脑筋，因此，设计了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注
重唤醒孩子的生活体验，都是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如：开始
时牧童的心情如何？她捕捉时的表情会是怎么样？他能捉到
禅吗？让他们从牧童身上发现自己身上的活泼机灵的影子，
从自己深受牧童机智可爱的形象。

《所见》教学反思

《所见》教学反思

这首诗非常的富有情趣，那个天真烂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
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当他坐在牛背上高声歌唱的时候，是
那样自在神气！当他想着捉蝉的时候，那屏住呼吸，眼望鸣
蝉的神情，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趣横生，情趣盎然。
可牧童的生活隔学生远，当然的情境也难能把握，如何在教
学中帮助学生领悟到这种情趣呢？我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境
的再造中觅得诗趣。



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只要通过想象，才能欣赏到绝佳的
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旨趣。本节课的教学，运用了多种
艺术手段，引导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让学生在《快乐的小
牧童》的笛声中，仿佛看到小牧童朝我们走来，让学生在小
牧童停凝神望蝉的神情中，想象闪现于牧童脑中的念头，让
学生扮演小牧童，去捉蝉，体会那种妙趣……于是，整首诗
不再是20个汉字的排列，破纸而出的是嘹亮的歌声，是生动
的画面，是盎然的诗趣。

第二，通过反复朗读，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

歌是唱出来的，诗是诵出来的，诗只有朗读出来，才能完成
她的全部生命。在这一课中，诗歌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
情的领悟，都是通过吟诵来完成的。在吟诵中，学生体味到
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神气十足；在吟诵中，学生感受到牧童生
怕吓跑蝉儿的心思；在吟诵中，孩子们化牧童为“我”，
化“我”为牧童。真正达到了物我一体，为更好地学文打基
础。

针对低年级的课堂教学，本课教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1、在前几组的教学中已积累了很多学习生字的方法，针对本
课生字少的情况，可以让学生当小老师来教认字方法，也可
以在学习古诗时纠正个别发音强化认字，了解诗意的过程中
学会组词，学会词语的灵活运用，积累语言。

2、古诗教学学生毕竟见得少，所以学习一首古诗时要从朗读、
背诵、领会诗人的感情入手，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学习古诗
的方法，让学生以此拓展开，学习更多的古代诗词。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古人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见》中那个天真烂
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是孩子们十分喜欢的。当他坐在牛背



上高声歌唱的时候，是那样自在神气！当他想着捉蝉的时候，
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
趣横生，情趣盎然。因此，诗趣，就应是这堂课的灵魂所在。
只有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到这种诗趣，他们才能在学
习全过程中全心投入，浑然忘我。而一旦学生领悟到这种诗
趣，那么他对诗的意境就体会得更真切。那么，在教学中怎
样帮忙学生领悟到这种情趣呢？这堂课做到了：

第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境
的再造中觅得诗趣。

诗重趣，想觅得诗趣，须进入诗境。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
只要透过想象，才能欣赏到绝佳的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
旨趣。本节课的教学，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张开学生想象
的翅膀。让学生在《快乐的小牧童》的笛声中，仿佛看到小
牧童朝我们走来，让学生在小牧童停凝神望蝉的神情中，想
象闪现于牧童脑中的念头……于是，整首诗不再是20个汉字
的排列，破纸而出的是嘹亮的歌声，是生动的画面，是盎然
的诗趣。

第二，透过反复朗读，让学生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

歌是唱出来的，诗是诵出来的，诗只有朗读出来，才能完成
她的全部生命。在这一课中，诗歌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
情的领悟，都是透过吟诵来完成的。在吟诵中，学生体味到
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神气十足；在吟诵中，学生感受到牧童生
怕吓跑蝉儿的心思；在吟诵中，孩子们化牧童为“我”，
化“我”为牧童。正所谓：“文章读的极熟，则与我为化，
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人教版新课标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13课《古诗两首》中的
《所见》这首诗，简单明了的语句展示了“意欲捕鸣蝉”的



乐趣：那天真烂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坐在牛背上高声歌
唱的时候，是那样自在神气！想去捉蝉的时候，那屏住呼吸，
眼望鸣蝉的神情，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趣横生，情趣
盎然。下面是《所见》这首诗的教学反思：

我在《所见》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是这样做的：

在学习生字的环节中，我请同学们看“蝉”字。让学生理解
蝉是一种昆虫，所以有虫字旁。同时让学生结合《金蝉脱壳》
这篇文章，让学生如体会那小牧童想捕蝉时的神态。学生们
对于接下来的学习更有兴趣了。

由于《所见》这首古诗比较浅显，所以我告诉学生们
说：“这首古诗给我们讲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谁能试着把
它用自己的语言讲给大家听听呢？”

学生们大都能理解，在围绕“意欲”一词的商讨后，就用自
己的语言把《所见》的意思快速地讲述了出来。而且发现经
过学生自己的理解后再记忆，学生背诵古诗的劲头更大了，
速度也快了很多。

学生的感受是通过朗读来实现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在《所见》的教学片断中，我充分信任学生，把读的权利还
给学生，相信学生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
断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
这种教学方式符合新课程提倡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学生学习
语文的乐趣。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所见》是清代诗人袁枚的作品。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
动的牧童行歌捕蝉图：一个乡间牧童坐在牛背上，在林中快
乐地边唱歌边放牛，突然间见到了一只蝉，想把它抓住，所
以闭上嘴巴，跳下牛背。本诗生动有趣，生活情趣盎然，诗



情画意，跃然纸上。

意境，是诗歌的核心。教学古诗，应该运用多种形式，如形
象生动的语言、鲜明逼真的画面、优美和谐的音乐……通过
这些手段，让学生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想象古诗所表现的
情境，使自己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果学生只
是抓住了诗歌的主要内容，最多只能算是抓住了一些表象的
东西，算不上读懂了诗歌，更算不上入其境、悟其神了。教
学本首诗的时候，我在播放《小牧牛》的`笛声后，再有声有
色地描述：在一条林间小路上，树木枝繁叶茂，遮住了似火
的骄阳，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野花飘来醉人的香味。咦，
哪儿有歌声传来？声音越来越响，清脆悦耳，震荡在林间。

噢，原来是放牛的小孩儿，正自由自在地骑在牛背上，摇头
晃脑、眉飞色舞……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仿佛看到小牧童
正朝自己走来。忽然，他紧紧地闭住了嘴巴，原来他发现了
一位歌手正在和他较量呢……学生通过想象，体味到牧童骑
在牛背上的神气十足；感受到牧童生怕吓跑蝉儿的心思。后
来，学生在吟诵中，完全融入到诗境中，觉得自己就是这一
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牧童了。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在备《所见》一课时，我在最后设计了“续编故事”这一环
节。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
在思考了一番后，我决定在上课伊始就创设一个讲故事的氛
围，让学生觉得学古诗是很有趣的事。首先，我说：“同学
们，老师知道你们十分爱听故事，所以今天这节课上，我们
就来讲故事、听故事，大家喜欢吗？”学生齐答：“喜
欢！”

接着，我出示教学课件，请学生仔细观察后编故事。我是这
样启发的.：“同学们，这是一幅画，这幅画画了一个故事，
你们能讲讲吗？请仔细看这幅画，把这幅画所画的故事讲出



来。这是大家的强项，相信大家一定能讲好的，我就等着听
故事啦！”于是学生开始自己练习讲。几分钟后，大部分学
生举起了手，我请了两个人来讲。这两个人既把画面上的情
景全讲了出来，而且还十分流利，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许
是我的启发起了作用。在表扬了一番后，学生想讲的兴致更
浓了。紧接着，我引出了作者和诗题，我是这样说的：“清
代有一位诗人叫‘袁枚’，他来到乡间，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就用诗把它记录了下来，题目叫《所见》。”我就介绍了诗
人，开始学诗。由于有了前面的铺垫，我就放手让学生两人
小组自学，效果很好，学生对诗句理解得很到位。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六

《所见》这首古诗中有这样一句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
口立”。我是这样引导同学自读感悟的。

师：小朋友们，你们看我们图中的牧童骑在牛背上，他嘹亮
的歌声在林中回荡。（这是“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
大意。）那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小朋友们自身读
读“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边读边看看我们５９页这
幅精美的图画。想想它是什么意思，把这句诗读熟、读透，
再读给同座的小朋友听。

（生自由读，互相读）

不一会儿，一双双小手就举起来了。

师：请你说说看。

生：牧童看见树上有只知了，他想去把它抓住，就不唱歌了。

（一年级同学的古诗学习重在吟诵，对于古诗内容的理解，
只需了解大意就可，其实古诗大意的理解是为了协助同学更
有感情地朗读。）



当我正想要对这位同学的回答予以肯定时，却发现了一只高
高举起的小手。

师：有什么问题，请说吧。

生：老师，我觉得这句古诗的意思是“蝉为了怕被牧童捉住，
它突然把嘴巴闭上了。”

（我吃了一惊，觉得这位同学的想法不可思议，单单联系上
面一句诗就可推断出是“牧童忽然闭口立”而不是“蝉忽然
闭口立”。虽然对这位同学的想法持否定态度，但我还是微
笑地请他坐下。）

师：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当当小裁判，评评哪位小朋友说
得有道理。（一石激起千层浪，生争相标明自身的想法。）

（班里大多数同学“拥护”第一位同学的想法，但有几位同
学还是很“顽固”的站在了第二位同学的“阵营”。这个时
候，我在想：自身是直接将答案告诉给他们呢，还是采用其
它的方法？比方“装傻”。）

师：小朋友们，老师也被你们搞糊涂了，你们说怎么办呢？

生：老师，我们去找课外书，看看到底谁对，好吗？（第二
位同学仍不服气地说。）

又有只小手举起来了。

生：老师，我还有问题？

师：你说。

生：那假如两位课外书爷爷说不一样的话（或假如两本课外
书上说的不一样，赵老师，麻烦您帮我看看哪句话放在这里
更合适！谢谢！）你说怎么办呢？（同学用俏皮的目光看着



我。）

师：那我们就写信给出版社专家，请他们再来评评到底谁说
得对，你们看好吗？（我心里偷着乐，这个小鬼甭想考倒
我！）

生：好的！

（同学回答得异常响亮，目光执着而又充溢好奇。）

第二天早上，当我还没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就迫不和待
的喊起来“应老师，我找到‘证据’了！”

师：什么“证据”啊？

（我疑惑地问）

生：就是课外书啊？

（同学边得意地说边挥舞着他手中的书。）

师：原来如此！

（我被他们所谓的“证据”逗乐了。）

师：好！哪一位“小福尔摩斯”来说说看？

（我顺势推舟）

生：课外书上写着“他想要捕获树上鸣叫的知了，就马上停
止歌唱，一声不响地站在了树下。

师：书上的“他”是谁啊？

（我明知故问）



生：牧童。

（生齐答）

师：哦，原来如此！

（我“恍然大悟。”）

生：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语文是生命之声，是文化之根，是精神家园，它丰富的人文
内涵决定了小朋友们对学习资料的反应必定是多元的，新课
程提倡新的同学观：把同学看成是独特的人。独特性是个体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教师要珍视同学的独特性，尊重同学之
间的差别，并将这种独特性和差别视为一种财富予以充沛开
发。我觉得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小朋友们不是被动的、消极
的、等待被灌输的“瓶子”，不是老师的“应声虫”，而
是“一团待燃烧的火”，是一群有个性、生动活泼的、充溢
生命活力的独特个体。他们有着独特的眼光、丰富的想象、
充溢灵性的考虑，他们应该在语文教学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自
由地生长。

在本课例的教学过程中，我和时掌握住一小朋友突发的疑难：
“到底是牧童忽然闭口立还是蝉忽然闭口立？”利用这一契
机，引导小朋友们通过自身查阅课外书这种形式自觉主动地
探究学习，并进一步引导小朋友：假如两本课外书有出入就
写信给出版社，让同学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自我探
究，加深理解和体验，从中得到营养，体验胜利的快乐，真
正体现小朋友是学习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小朋友的独立
考虑、敢于表达自身见解的精神也得到了培养。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七

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先是写客游在外，因秋风落



叶，感到孤独郁闷，由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小孩
在捉蟋蟀，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生活，于是那种
有意之情又被一种亲切之感所代替。

在这首诗的教学中，我认为教学重点是让学生读懂诗句，体
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我希望在学习古诗中，让
学生知道学习研讨的方法、步骤。

课堂上，我先出示学习古诗的步骤，再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
去学这首古诗。由于学生学习的目的明确，孩子们从学诗题、
理解诗意到感悟诗情都很积极，教学进行得也较为顺利。一
节课下来后，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效的，但是，在体会诗
意和感悟诗情上我还是感到有一些不足。

所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八

《所见》是一首充满了童趣的古诗。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说，
古诗还是初步接触。学习古诗，重在吟诵。应注意引导学生
反复朗读，体会诗歌的韵味和美好的意境。教学这一课的重
点及难点是：通过引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味和美
好的意境。诗中那个天真烂漫、童心童趣的小牧童是孩子们
非常喜欢的。当他坐在牛背上高声歌唱的时候，是那样自在
神气！当他想着捕蝉的时候，那屏住呼吸，眼望鸣蝉的神情，
又是多么专注啊！整首诗童趣横生，情趣盎然。因此，诗趣，
应该是这堂课的灵魂所在。只有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
到这种诗趣，他们才能在学习全过程中全心投入,浑然忘我。
而一旦学生领悟到这种诗趣，那么他对诗的意境就体会得更
真切。在教学中怎样帮助学生领悟到这种情趣呢？我在教学
本节课时是这样做的：

第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在情境
的再造中觅得诗趣。

想觅得诗趣，须进入诗境。想象是通往诗境的佳径，只要通



过想象，才能欣赏到绝佳的美景，才能感受到美妙的旨趣。
本节课的教学，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张开学生想象的翅膀。

1、利用课文插图，把学生带到绿色的树林中，林荫小道上，
牧童和黄牛是那样的充满田园的气息，感受着初夏的新绿和
泥土的芬芳，学生的情绪瞬间萌动起来。

2、借助录音带，播放《快乐的小牧童》，在悠扬的笛声中，
仿佛看到小牧童朝我们缓缓走来，一下子让学生融入诗歌所
描绘的意境中。

3、与此同时，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走在这林荫小道，你
仿佛听见什么？很多学生一下子就说，听到了牧童的歌声，
还有的说听到知了的叫声。我继续追问，还有耳朵灵敏的同
学还听到什么？学生们楞了一会儿，马上就有人回答说，听
到了黄牛的叫声，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甚至还有的学生说
听见山涧溪流的哗哗声。他们在自己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来到
了诗歌的情境中，和牧童一起骑牛，玩耍。

第二，通过反复朗读，让学生在吟诵中吟出情，诵出趣。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诗歌只有通过反复朗读、吟诵，
才能完成对它的全方位理解体会。在本课教学中，对于诗歌
的理解，诗意的体会，诗情的领悟，都是通过吟诵来完成的。
通过集体吟诵，男女声吟诵，师生吟诵，分组吟诵，表演吟
诵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反复回环吟诵中，体味到牧童骑在
牛背上的神气；在吟诵中，学生感受到牧童想捕蝉又生怕吓
跑蝉儿的忧虑以及“忽然闭口立”的机灵；在吟诵中，孩子
们将自己化为牧童，真真切切地领会了农村孩子乡间生活的
乐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
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课堂中
学生在自读自悟中领悟诗意。教学中作为教师稍作点拔，旨



在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会使语言文字在学
生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
波澜，与作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