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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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篇一

对于文言文教学，我一直注重识记和诵读，常用小组竞赛法
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当同学们展示完课文内容后，
我对文言文教学作一个归纳总结，来体现我的文言文教学。

衡量一节课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肯定离不开学生在你的课堂
上掌握了些什么。当教师努力落实文言知识的时候，课堂成
了语法分析课；而当教师极力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取向时，
教学又有浮于表面之嫌。我注重了两点：一是准确掌握课内
重点字词句的含义；二是注重文言语名的积累与赏析。我把
学生分成六个小组，进行组与组的竞赛，学生能在短时间内
掌握重点字词句，而且课外有关描写月亮诗句，也说得相当
多。但我感觉有的学生识记的很快，不牢固，忘记得也快。
尤其是翻译课文，展示的时候运用自如，可在加强反馈是出
现的错误很多。这就是说，讲和练有点脱节，不能把课堂上
的知识完全转变成自己的能力。而在要求学生说出有关月亮
的诗句时。

文言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应多
让学生去感知。感知的最好办法就是诵读。通过多种形式的
朗读，体味古人的情感。整体感知时，我设计了小组自由放
声朗读、小组听读，小组有感情朗读、组长读、组员译。各
组朗读比赛；在精读课文时，我设计了默读，重点句品读和
声情并茂朗读；最后以学生背诵全文归结。整节课以读贯穿



课堂，在读中感知，在读中读懂读透文本，最后在阅读中与
作者对话，不仅读懂作者，而且走进作者的心灵深处。

我在教学中尝试两种新教学手法，一是采用字形辨析法，让
学生感受文字的原始魅力，如在分
析“睡”“寝”“行”“止”时，我向学生展示了这几个字
的篆书体“睡”“寝”“行”“止”，从而简洁而直接地了
解到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了解了作者在文中用不同词语的
用意，有助于学生理解作者当时的真实心境；二是采用反译
法，即学生根据译文进行文言表述，学生表述过程中出现的
错误就是学生没有掌握的地方，老师以此检测学生掌握的情
况。

“好事多磨”，要想自己的课堂有所突破，还需要今后的不
懈努力。它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自身的不足之处，让我明
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篇二

在感悟文本，领悟作者情感之一环节上，这是我文言文教学
的一个难点，也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个焦点。一直以来，
我教得累，学生学得苦，而且有时许多学生还是一知半解，
稀里糊涂，可能是由于本节课前面读的铺垫做得比较好，特
别是品读环节的设节，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于是学生
对主题的解读便异彩纷呈，让我大为满意。这也引起我的深
思：解读文言文主题虽然很难，但只要我用心体会、领悟，
努力寻我突破口，这个顽疫是可以突破的。

在文言积累方面，我设计了两个环节：一是立足课内掌握重
点字词句的含义;二是注重文言语名的积累。我觉得这两个环
节是成功的，我把学生分成两大阵营，进行分组竞赛，学生
能在短时间内掌握重点字词句，而且课外有关描写月亮诗句，
也说得相当多。有点感觉不是的是学生不能像经常一样自如
兴奋，而在要求学生说出有关月亮的诗句时，我想我完全可



以让一部分同学声情并茂的朗读，而我仅让学生说出而已，
这在教学处理上过于浅显。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所作，文
中通过对承天寺景色的描写，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都包含
其中。

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和初二年级的学情分析，我确定了我
的教学思路：一、积累词汇，熟读成诵。二、理解作品意境，
体会文中蕴涵的思想感情。三、学习抓住特征描写景物的方
法。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在以后
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的。

文言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应多
让学生去感知。感知的最好办法就是诵读。所以在本课的教
学当中我采取了自由朗读、大声朗读等方法，要求读准字音、
读清停顿，而后自由读，指名读，齐读，形式多样，在朗读
中初步感知文本。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在文章的翻译这一块我采取了学生自主
疏通，小组合作解决疑难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通过教和学的互动，帮助学生在整体把握文章情意的
同时领会文言字词的含义和用法。

为掌握重点、突破难点，主要设计下面几个问题并及时灵活
引入材料：如苏轼为什么夜游承天寺并及时介绍相关写作背
景； 虽然本课的教学在整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有
几个地方自己觉得没把握好，觉得挺遗憾的。



其一不够放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有些问题如“闲人”的理
解等较有深度的问题不敢放手让学生讨论解决，教师介入太
多。以致学生对“闲人”理解不到位，似懂非懂。

其二课堂教学过程缺少创新，需要大胆革新。融入新的教学
方法。

其三教学过程中只考虑中上层学生，缺少对学困生的指导。
没有顾及全面。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篇四

清冷皎洁的意境，同时也流露出遭贬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
本文篇幅虽小，写景抒怀却有独到之处，一切都像信手拈来，
却创造了一个明净悠闲的境界。文中十八字写景，运用比喻
手法，将随处可见的寻常景物描绘的充满诗情画意，充分显
示了作者的艺术才思和豁达宽广胸怀。 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
求和初二年级的学情分析，我确定了我的教学思路，这一课
分为四个步骤讲解的。 一、多读课文，理解成诵。二、涵咏
品味，共赏佳色。三、深入文本，体悟情感。四、合作探究，
解难释疑。上完公开课以后我觉得，本课的教学思路整体上
效果不错，教学步骤清晰，教学环节齐全，教学安排科学，
整个教学效果令人满意。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在以后
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的。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以王老师的高效课堂五步教学法为依据，
导入后我利用多媒体把本课的学习目标出示给学生，先让学
生直观认识本课的学习任务做到心中有数，为更好的完成学
习任务打好基础。

因为文言文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
应多让学生去感知。感知的最好办法就是诵读。所以在本课



的教学当中我采取了多种方式的诵读方式，让学生在不断的
诵读过程中去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
整体感知时，我让学生自由朗读，然后观看视频朗读。让学
生听读后再练习有感情朗读、齐读。最后熟读成诵的目标。
整节课以读贯穿课堂，在读中感知。在读中读懂读透文本。
古语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品词、析句、培养语感最有
效的方法是朗读。在反复吟诵中感受到文言语句的丰富之美、
意韵之妙，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学生越读越感到自己
真正进入了角色，真正体味到了语言文学的魅力。如果说教
师的朗读是指导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的朗读训练就是与文
本的直接对话。学生在朗读中快乐地走进了文本，很好地完
成了第一条学习目标。

因此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就充分考虑了学生这个因素，
所以在文章文意的疏通这一块我采取了学生自主疏通，老师
点拨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培养学生的理
解能力。通过教和学的互动，帮助学生在整体把握文章情意
的同时领会文言字词的含义和用法。学生自学完以后，我再
出题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字词部分采取抢答的方式，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参与面比较广，平时不爱答问的
陈广、莫科等学生也参与其中了。

教师要舍得舍弃。按照传统的教法，《记承天寺夜游》的教
学点可以有很多：理解重点词句；欣赏文中的写月色的句子，
体会作者的心境；结合作者在黄州的经历，探究“闲人”的
内蕴……但在40钟时间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只
能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来教学，来挖掘。所以在本课教
学中我就选取了苏轼借景抒情这一点做为本课教学的重点，
重点分析赏月的诗句，抓住能表达人物心情的词语，通过对
此知识点的讲解，加深学生对苏轼复杂的思想感情的理解。

但是也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后面增加了对作者进行评价的
部分，为了让学生对苏轼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我特意为
学生提供了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对苏轼被贬官黄



州的落魄经历，学生恍然大悟，原来黄州本是苏轼的受难之
地。最后在学生读懂了“闲人”的豁达之后，再次以苏轼
在“黄州”的政绩作结，生发学生的人生感悟。这一结构也
为学生把握苏轼的人生态度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撑。

虽然本课的教学在整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还有几个
地方自己觉得没把握好，觉得挺遗憾的。

每个环节要分配好时间，我在上课时让学生翻译文章时花的
时间多了，所以结束时有点仓促，指导学生背诵也是流于形
式了，以后在这方面要把握好。

正确的理念践行得不够。评价一堂课的标准正是看它是否是以
“学”为主。本节课所做出的所有努力，主要是为着学生的
理解和感受搭建桥梁，课堂上听到的最多的还是老师的声音，
学生的精彩展现得不够。我想对于我来讲，要将理念变为思
维方式，转化为行动，还有更多的问题要思考，更多的事要
做。

总的感觉，本次教学让自己进步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公开
课是对自己平时教学的一个总结。得与失，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定论。在今后的教学中应该多多反思，总结一些经验，让
学生学得更好，学得更轻松。

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思篇五

文言文教学历来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在执教《记承天寺夜
游》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
导”的教学理念，让学生自主学习，力争在课堂活动中教给
学生学习方法，我大致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情景导入法。课前充分利用多媒体展示有关古诗文中写
月亮的名句，学生很快融入课文的所写的月景中，从而激起
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



二、诵读法。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对文言文
教学来说，诵读尤为重要，整堂课我设计了四个朗读环节，
让学生在朗读中，读准音，把握节奏，读出抑扬顿挫，读出
作者的思想情感。

三、提问法。在教学过程中，多处设计问题，鼓励学生相互
释疑，举手回答，教师只作适当点拔，以达到培养学生思考、
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讨论法。小组讨论文重点字词、课文翻译及写景句子作
用。通过合作探究，使学生共同分享合作的乐趣，感受成功
的喜悦。同学们的表现很好，很主动，课堂气氛也很活跃。
这些是我认为这节课成功的地方。

当然，这节课的问题也不少，比如，朗读方法指导不到位，
让学生翻译课文时，给学生的时间不多，应该在积累词语和
翻译课文时，再多给学生一点时间，在走近苏轼的环节中，
学生对苏轼的了解还很表面，课前应该布置学生尽可能地寻
找关于苏轼的资料，才有利于真正理解苏轼的心境。另外，
本人来自方言区，普通话咬音不准，表达欠缺。本人所在学
校教学条件差，几乎没有运用多媒体，对课堂容量把握不好，
再者深圳地区的学生水平和本人所处地区的学生差异，也使
本人心中缺了底气，造成课堂心理紧张，这也是个人心理素
质、教学功底的欠缺造成的。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认真学习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先进经验。

2、教学中应精于备课，读透教材，挖掘、深化、跳出教材，
积极发挥自己的内涵与睿智，努力开发多方面的教学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

3、上课时大胆放手，灵活机动，善于驾驭课堂，让课



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公开课时面对众多的听课教师应毫不怯场，善于临场发挥，
懂得调节现场气氛，注意说话的艺术，同时，注意个人的仪
态风度，令教态更亲切，对学生更具亲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