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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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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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诗文，背诵诗文。

2、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3、能解释诗句中带点词和诗句的意思，感悟诗的意境，从中
受到美的熏陶。

重点难点：

理解诗意，想象意境，体会作者的感情。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具准备：

插图、投影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个特别喜欢月亮的民族。夜晚，每当我
们抬头望月，就会想起住在里面的嫦娥、吴刚、白兔和蟾蜍。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首和月亮有关的诗歌。

二、了解作品概况

作品名称：《峨眉山月歌》

创作年代：唐代

作者：李白

作品体裁：七言绝句

三、了解作者

1、请学生介绍李白

2、看投影，深入了解作者

3、想一想，以前学过李白的哪些诗，尝试背诵

（1）《静夜思》：

这首诗写于作者26岁时，写作地点在当时的扬州旅舍。在一
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李白抬望天空一轮明月，思乡之情油然
而生，于是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静夜思》。

（2）《望庐山瀑布》：

这是诗人李白五十岁左右隐居庐山时写的一首风景诗，通过
形象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
热爱之情。

（3）《早发白帝城》



这是诗人五十多岁（57）时写的一首诗，当时李白要被流放
到夜郎(今贵州省西部，因参加永王李u幕府事被牵连)，走到
白帝城得到朝廷赦免。在返回江陵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抒
发了诗人愉悦的心情。

四、了解写作背景

今天我们学习的《峨眉山月歌》写于《静夜思》之前，是李
白最早的一首写月诗。（投影）

这首诗写于他出蜀远游，向三峡进发的途中。他怀着理想，
扬帆东下，辞亲远游。然而山清水秀的蜀地，又使他满怀留
恋之情。

五、齐读古诗，学习生字

溪

峡

君

羌

1、注意读音：君

羌

2、注意写法：“眉”的半包围不能写成“尸”。

3、尝试组词

六、再读古诗，注意读出节奏和韵律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七、细读古诗，两两合作，说出下列词语的意思

1、半轮：半圆，（看插图理解）这里指上弦月（上上西西，
上半夜从西面出来，月面朝西）或下弦月（下下东东，下半
夜从东面出来，月面朝东）。

2、影：指月影。

3、流：流动，文中有月影随江水流动之意。

4、夜发：连夜出发。

5、向：驶向。

6、思：思念。

7、君：作者的友人。

8、下：由上游往下走。

八、看动画，说说你最喜欢哪一句，并说明理由

1、示例：我最喜欢第

句，因为它描写了

的美丽景象。或我最喜欢第

句，因为它表达了作者



的情感。

2、学生思考、回答，教师补充。

3、投影：

第一句描写了秋夜峨眉山半轮明月高挂的美丽景象；

第二句描写了月亮倒映在平羌江清澈水面的美丽景象；

第三句描写了作者连夜从清溪出发奔向三峡的美丽景象；

第四句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和友人依依不舍的情感。

九、三读诗歌，找出诗中的五个地名，说一说它们的作用

投影：

五个地名连用，既点出行程，也表达了思乡的情怀。

十、拓展：填写与月有关的诗句

1、（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3、（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十一、布置作业：

1、背诵并默写课文；

2、完成《习字册》；



3、完成《补充习题》。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教学了古诗两首的《峨眉山月歌》，昨天晚上就开始
了思考这堂课了，为了突破枯燥的古诗教学，我尝试采用了
任务驱动法。

上课一开始必要的`导入之后，我就提出了要求：今天这节课
后的任务就是把这首诗歌改编成一个故事！看得出许多学生
都有点畏难的表情，但是碍于我的“虎威”也只是张张惊讶
的嘴而已。

既然觉得有难度就好了——有压力才有动力！接下来我就发
问了，同学们都感到有难度，你们觉得难在哪里？提出来说
说！这下子，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成了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了，听得也认真多了！而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

每当一行诗歌的重点、难点突破了，我就让学生来说说这一
句的意思。我此举的目的：一是真要听听他们会说了没有；
二是没有举手的人要么没有听课，要么还有问题，乘机发难
（哈哈哈！我觉得我有点阴险的！）双重压力之下，我觉得
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更加主动了！

而在讨论中，老师的巡视也应该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参
与学习小组讨论，安排小组代言。今天我就参与了一个小组
的讨论，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他们交流，并让他们帮我代言。

今天连上两节课下来，大家好像都没有累得感觉，今天的教
学应该是成功的

课堂教学大方向上，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细节上耍耍阴
谋也无妨！



教学之后，我又跟师傅教科室夏炎洁主任交流了，交流中，
我们对情景教学和日常能力教学的矛盾都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能够像特级教师那样把技能训练和情景教学结合在一起还真
的不容易！这将是我努力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今天开始我对刘一洲、杨开来等人开始了“绝对板脸”制度，
同时辅之以谈心制度，效果还挺灵的。当然看着这些“活
宝”，心里还是挺想笑的，强忍着还真有些难过！呵呵！不
过能制服他们就要这样！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篇三

本周四，上了一节录像课《峨眉山月歌》，上课后，将录像
后的成品自己看了两次，也借此对本课的教学进行反思。

综合前期的备课、上课、再备课，自觉本课有如下进步：

第一、依据新课标中对中年段古诗的目标来设定本课的教学
目标。新课标中，3-4年级古诗教学方面的目标是：“诵读优
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像，领悟内容。
”，重在情感的体验以及想象力的激发，据此我设计本课的
教学目标除识字写字、朗读背诵的目标外，还有关于“学习
借助图画和注释理解古诗大意，感悟诗歌描绘的意境，体会
作者的情感。”的目标，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时刻提醒自
己要将目标落实到教学环节中去。

第二、吸收了本学期备课组在古诗教学方面的结晶，流程比
较清晰，重难点的突破比较顺利。本学期，区级古典文学现
代化的课题观摩会在我校举行，同年级付晶老师要上一节展
示课。整个磨课的过程跨度将近一个月，有备课组互听、互
评，校长指导、区级教研员下校指导、市级教研员指导。我
全程参加了，吸收了部分精华。特别是古诗教学解诗题、知
诗人、明诗意、入诗境、悟诗情、诵诗这几个流程，而且每
个流程如何贯彻落实也有了深刻的体会。在我的教学中，我



吸收了这些精华，并且加以了运用，实现了过程清晰，学生
走入了诗歌的情境，领悟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浓浓的乡
愁。

第三、教学语言更加精炼，对课堂的操控更加成熟。以前上
课时，由于自己没有谱，这个“谱”我理解的是——对课文
内容的深入理解、理论的研读、备课的准备充分等，由于事
先的积累不够，会出现课堂上有废话，操控不了整个课堂，
教学重难点没有突破，在一个细节问题上纠结顾此失彼等情
况。随着自己学习的深入，以及对教学的领悟力有所提升，
表现在备课上，更加有的放矢，上课中，语言比较规范，课
堂的呈现也在可控的范围内。

第三、教学准备比较充分，学生的表现能力较强。这节课本
学期曾经上过一次，当时是校长推门听课。第一次上课，我
自己对教材吃得不够透，诗中五个地名，没有提出来让学生
去发现，甚至自己也没有搞清作者的游览顺序，于是教学中
没有呈现。在领悟学生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阶段，辅助的烘
托比较少，比如说图片、音乐都没有，学生出现了地名不会
读、背诵不顺畅的情况。这一次上课，备课方面我进行了调
整，重备前，反复查找资料，首先自己把诗歌吃透，然后把
自己的关于地名的思考加入到教学环节中，通过学生的圈划、
思考，一起理出作者的游览顺序。在入诗境悟诗情环节，我
加入课图片和音乐烘托，教学效果比第一次上课要好，学生
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但是，本次课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在入诗境环节，教师引导学生领悟时是围绕“作者此
时可能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学生经过复习的过程，
对于诗歌已经十分熟练了。完全能否揣摩到我问这个问题的
意图，马上就心领神会地说“看到了头顶的半轮月亮，想到
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在这时候，我觉得我的教学目
标已经达到，就带领同学们通过感情朗读进入诗歌描绘的世



界。但是整个只有月亮的世界太单薄了，事实上，作者坐船
漂流在江面上，是可以见到特别多的景物的，这些景物与月
亮在一起，才更有意境更真实。可是，通过两个孩子看似完
美的回答，我就将想象的脚步停留在此了。没有将学生的思
维打开，是本节课的硬伤。

第二、自身的形象需要再打磨提升。整堂课下来，我虽说有
微笑，但是语言不够活泼、肢体语言太过古板略显僵硬，头
发也没有整理好。离理想的小学老师外形活泼、贴近小孩子
的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还有距离，自己平时要试着去调整，
多录音录像，对照不足去改。

第三、自身的基本功需锤炼。在教学录像中，明显感觉到自
己的板书很快、而且不够美观，在说话时有时停顿过长、有
时会有一些方音出现。一节完美的课堂，这些情况是不应该
出现的，今后要有意识去改进。

通过这节课，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与有待发展的空间，今后要
落实，离心目中理想的课堂和完美的教师形象还很远，尝思
索、勤调整，朝着目标去。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篇四

出示古诗后，请学生自己读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读通
诗句。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都读得很有自信，有好几
位同学在朗读时还能注意诗句中的停顿，读得很有节奏感。

二、会意

理解古诗时，我采用了让学生说说自己读懂了诗句中的意思
的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在学习时，边看图边讨论，先攻破字
词的意思，再把整句诗连起来解释，这样的学习方式不失为
在古诗教学中的方法，学生通过这样的学习容易掌握字词的
理解，提高了学习的能力。如“半轮”一词的解释，学生是



根据“一轮明月”迁移而来，其余的字词还是比较容易解决
的。

在学完这首诗后，我问学生：“读完这首诗，发现诗中描述
的地名比较多，你能从中找出来吗?”学生马上低头仔细寻找，
并在书上圈划，找到了这样五处地名“峨眉山”、“平羌
江”、“清溪”、“三峡”、“渝州”。很显然，这也是这
首诗中的一个亮点，诗人频繁使用了五处地名，我们读来却
不觉罗嗦重复，这就是“诗仙”的魅力。

峨眉山月歌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峨眉山月歌》这首诗时，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写作背景
和诗人，告诉学生这是李白离开四川到外地赴任时在途中写
的。

然后提出问题：你能读读诗，再联系插图，想象李白离开时
的场景吗？有个学生说：他知道了李白离开峨眉山是在一个
秋天的`夜晚，那天晚上一轮弯弯的明月挂在天空，银色的光
辉洒在江面上，非常美丽。我相机提示：这就是哪句诗的内
容？有学生回答“峨眉山月半轮秋”，为了让学生尽可能学
会自己读诗，我告诉他们，古诗中往往会出现词序颠倒的现
象，那是诗人为了压韵，如“峨眉山月半轮秋”，其实
是“秋峨眉山月半轮”，学生感觉理解起来容易多了。“影
入平羌江水流”一句，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有
学生说：我知道李白在乘船时，看到月亮也在跟着他走。现
在，月亮在平羌江中的倒影也随船顺流而下，学生也能有所
明白。接着，我示意学生：诗人乘着小船顺流而下，从清溪
驶向三峡，快到渝洲时，他会想起谁呢？有同学说，他想念
家乡的朋友，也有同学说，他想念一路陪伴他的月亮。

这样的提问点拨，既发挥了学生的想象，有让他们理解了诗句
“思君不见下渝洲”的意思，可谓水到渠成，又入情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