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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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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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篇一

《池上》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21古诗两首》中的第一
首诗。诗人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细腻传神地刻画出
一个天真可爱的“偷采白莲”的乡村小娃，小娃天真无邪的
形象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栩栩如生，仿佛呼之欲出。古人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主要体现了提倡
自主阅读，重视学法指导，体现各方互动，尊重个体感受，
恰当运用激励的教学特色。

在拓展练习部分，我安排学生运用前面学到学习古诗的.学法
来分组自学《所见》、《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两首古诗。
一方面为了提高课堂容量，丰富课堂建构，一方面是想让他
们多背一些古诗。多背点经典古诗，不求甚解，但求熟背，
是为学生做一种终生可以去消化、理解、受益的古诗文化准
备。

通过上古诗，我觉得教师的语言还应更加简洁，充分体现精
讲加练习的原则，尽可能多的把课堂时间留给学生。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反思】：

一、充分利用资源，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我在教学这首诗时，开始运用“创设情景，感染气氛，情景
朗读”（这是远教资源的宝贵财富）让学生对生活中没的情
景有所思考，站在师生平等的高度和老师共享生活的快乐，
并对夏季的荷塘、夏季的生活有了感性的认识，一边导看一
边导思。利用先进的媒体资源刺激了学生的眼、耳、脑等感
官，激发了学生兴趣和学习欲望。好的教师应当是善于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并挖掘其学习潜能的。教师深谙低年级儿童
的心理特点，运用儿童喜闻乐见的色彩和熟知的形象营造出
缤纷的天地，让学生倍感欣喜，且被深深吸引。深情的配乐
范读将诗中的小娃带到学生中间，更将学生领入美好的学习
情境，使之意识到：快乐的儿童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

二、利用资源，在有限的时间、空间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
变枯燥的学习为多种感官的综合接触。一直以来，学生对诗
人的了解都基于学生查阅书籍或教师口头描述介绍，但是本
堂课，我利用资源，配合音乐、画面激发学生多种感官的活
动，学生在美的音乐声、生动的画面中了解了诗人，加深了
印象。

三、利用资源，轻松愉快地掌握了诗中的字词。低年级的教
学重难点就是让学生掌握字词，学会书写。对于学生来说，
完全靠死记硬背，枯燥无味。但是，我充分运用远程资源，
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当小老师、采摘荷花、
莲蓬、捉迷藏等学生乐于接受的活动形式，以及儿童化的语
言，让学生感觉不是在课堂，而是在生活，使学生在乐中学，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指导学生的书写，传统的教学
方法，就是老师提醒，再板书演示，但是通过远程资源中的
书写指导，让学生对生字的整个书写过程有一个动态的了解，
生字的笔顺掌握得比较牢固，并且通过整洁美观的汉字展示，
学生感受到中国方块字的豪放美观，对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可
以作一定的强调，因此学生记忆深刻，其示范作用不可忽视。

四、借助资源，诵读感悟，体会意境。作为低年级的孩子，
想像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对诗句意境的体会也比较



肤浅，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以往教师
只是结合诗句，讲讲其中的大概内涵，或者有些教师干脆直
接把诗句意境以文字的形式板书出来，让学生死记硬背。但
作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像能力，在读
中感悟。无疑对诗词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在
教学中，充分利用资源，变抽象为具体，使之更清晰、更直
观、更精确、更快捷的供学生观察，想象和探究，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
真正理解和掌握本诗的知识与技能、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
的语文活动经验，轻松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课程标准强调：

在小学各学段要重视学生的朗读，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
让学生逐步学会读书。“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强调了读
书的用途。读书要有重点，同时，在充分挖掘想像力的情况
下，让学生根据简单而生动的画面，配上音乐，多种形式的
朗读（看图画读诗句，读诗句想画面，读诗句感悟意境，画
配诗……）对诗句的理解更透彻。在教学中借助影视资源，
紧紧抓住“偷采”、“不解”、“藏踪迹”等学生难以体会
的词句展开阅读活动，引导学生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反
复朗读，悟出作者的情。在评价中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指
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互相评价、教师评价，使朗读层层深
入，在评价中适时借助影视资源理解诗句，体会情感，升华
情感。在想象中朗读，让学生运用形象思维，品味语言文字，
启发想象，在学生想象出现困难时，借助影视资源，让学生
在心中产生内心视像，感悟课文情感，达到情感的升华，体
会出“小娃的天真、可爱、顽皮”――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在
思想感情。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篇三

一、充分利用资源，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



我在教学这首诗时，开始运用“创设情景，感染气氛，情景
朗读”（这是远教资源的宝贵财富）让学生对生活中没的情
景有所思考，站在师生平等的高度和老师共享生活的快乐，
并对夏季的荷塘、夏季的生活有了感性的认识，一边导看一
边导思。利用先进的媒体资源刺激了学生的眼、耳、脑等感
官，激发了学生兴趣和学习欲望。好的教师应当是善于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并挖掘其学习潜能的。教师深谙低年级儿童
的心理特点，运用儿童喜闻乐见的色彩和熟知的形象营造出
缤纷的天地，让学生倍感欣喜，且被深深吸引。深情的配乐
范读将诗中的小娃带到学生中间，更将学生领入美好的学习
情境，使之意识到：快乐的儿童生活是多么令人向往。

二、利用资源，在有限的时间、空间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
变枯燥的学习为多种感官的综合接触。

一直以来，学生对诗人的了解都基于学生查阅书籍或教师口
头描述介绍，但是本堂课，我利用资源，配合音乐、画面激
发学生多种感官的活动，学生在美的音乐声、生动的画面中
了解了诗人，加深了印象。

三、利用资源，轻松愉快地掌握了诗中的字词。

低年级的教学重难点就是让学生掌握字词，学会书写。对于
学生来说，完全靠死记硬背，枯燥无味。但是，我充分运用
远程资源，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当小老师、
采摘荷花、莲蓬、捉迷藏等学生乐于接受的活动形式，以及
儿童化的语言，让学生感觉不是在课堂，而是在生活，使学
生在乐中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指导学生的书写，
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老师提醒，再板书演示，但是通过远
程资源中的书写指导，让学生对生字的整个书写过程有一个
动态的了解，生字的笔顺掌握得比较牢固，并且通过整洁美
观的汉字展示，学生感受到中国方块字的豪放美观，对需要
注意的地方也可以作一定的强调，因此学生记忆深刻，其示
范作用不可忽视。



四、借助资源，诵读感悟，体会意境。

作为低年级的孩子，想像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对诗
句意境的体会也比较肤浅，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件非常头
疼的事情。以往教师只是结合诗句，讲讲其中的大概内涵，
或者有些教师干脆直接把诗句意境以文字的形式板书出来，
让学生死记硬背。但作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学
生的想像能力，在读中感悟。无疑对诗词的教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此，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资源，变抽象为具体，
使之更清晰、更直观、更精确、更快捷的供学生观察，想象
和探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
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本诗的知识与技能、思想
和方法、获得广泛的语文活动经验，轻松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篇四

新课标中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的精神领
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也往往是多元的。
”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提倡自主阅读，尊重学
生个体感受。在本课的教学中，无论是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
古诗的方法，还是让学生自主选择一、两项作业来做都很好
地体现了这一教学理念。

师生互动，构筑自由对话的平台；生生互动，让思维在碰撞
中跳跃。根据“新课标”的理念下的“合作互动”的原则，
教学中我改变了传统的单纯的师生交往形式，通过小组合作，
生生交流等环节，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空间。
这样让学生取长补短，相互启发，增加课堂的信息量，促使
学生全面深入地感悟，又给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机会和场
所。在此节课的教学中，正因为我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在
组内自读自悟，才使学生思维的火花得以绽放，体会得有滋
有味。



古诗二首池上教学反思篇五

《池上》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21古诗两首》中的第一
首诗。诗人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细腻传神地刻画出
一个天真可爱的“偷采白莲”的乡村小娃，小娃天真无邪的
形象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栩栩如生，仿佛呼之欲出。古人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主要体现了提倡
自主阅读，重视学法指导，体现各方互动，尊重个体感受，
恰当运用激励的教学特色。

在拓展练习部分，我安排学生运用前面学到学习古诗的学法
来分组自学《所见》、《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两首古诗。
一方面为了提高课堂容量，丰富课堂建构，一方面是想让他
们多背一些古诗。多背点经典古诗，不求甚解，但求熟背，
是为学生做一种终生可以去消化、理解、受益的古诗文化准
备。

通过上古诗，我觉得教师的语言还应更加简洁，充分体现精
讲加练习的原则，尽可能多的把课堂时间留给学生。

[《池上》教学反思(西师版二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