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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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篇一

诗词五首教学建议

一、《汉江临眺》教材分析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维40岁时，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去
黔中、岭南任选补使。选补使是朝廷派往边远地区选拔地方
官员的使臣，是一种为期几个月的临时出差，不同于放外任
或贬谪，所以王维此时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在去桂州(今广
西桂林)任所途中经过襄阳时写了这首诗。《汉江临眺》即来
到汉江登临眺望。“眺”，有一个本子作“泛”，即泛舟汉
江。从诗中所写景物来看不应是泛舟时所见，故应以“汉江
临眺”为准。

汉水源于陕西宁强，流经襄阳东南折至汉阳汇入长江。这是
一首五言律诗，诗人写在汉江边登临远眺之所见所感。开头
第一、二句总写汉江形势。汉江处于古代楚国境内，既与三
湘之水汇合，又与来自荆门的众多河流连接，所以水势浩瀚。
中间两联写作者纵目所见。其中第三、四句写汉江水流汹涌，
似向天地之外奔流而去，远山由于被江面蒸腾的水气所笼罩，
所以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第五、六句写襄阳一带的城郭楼
阁，远远望去似乎飘浮在前面的江面上，翻滚起伏的波澜好
像撼动得远处的天空也忽上忽下的。这两联突出地描绘了汉
江水势的雄伟壮观。诗人紧紧扣住临眺之所见，即总是在写
自己的视觉感受。他运用想像和夸张的手法，又通过人的错



觉来写水势之大，流速之快。从江流到山色，从郡邑到远空，
视野极其开阔，境界极其广远。王维不只是诗人，还是一名
画家。苏轼曾评议他的诗和画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在这首诗中，王维把画家的观察、诗人的思考、绘画的技巧、
诗歌的手法极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他巧妙地描绘了同时并列
于空间的`景物，生动地表现出自然界持续性的运动、变化。
古人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说法，可引导学生依
据诗句想像并描述诗中所展现的富有动感的画面。

结尾两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中的山翁原指晋朝人
山简。山简是“竹林七贤”中山涛的儿子，曾任征南将军，
镇守襄阳。据《晋书・山简传》记载：山简性嗜酒，在襄
阳“优游卒岁，唯酒是歌”，当时有儿歌曰：“山公出何许，
往至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此诗中的山翁
借指的到底是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襄阳地方长官。王维
说：襄阳风景极好，自己愿意留下来与地方官同饮；一是诗
人自指。是说襄阳这样好的风景，正是留给自己来饮酒赏景
的。解作诗人自喻较能贴切地表达诗人对汉江风景的赞美。
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体味两种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

全诗集中笔力在写水，写汉水所处的地势是接三湘，连九派；
写汉江水域辽阔，波澜起伏，江流直下。可以说是句句不离
水，“山色有无中”是山的实景，但也还是由于汉江水气遮
挡的结果，所以，水的形象使这首诗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作为律诗，不但每一联的对仗都十分工整，而且诗人还非常
重视炼字，像“接”与“通”，“外”与“中”，“浮”
与“动”，都对描写自然景物的动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浣溪沙》教材分析

北宋初年词的创作主要承袭五代遗风，多为宴席间娱宾遣兴
而作。所以要求协律，宜于歌女逐弦管之音演唱。从内容看
多是吟风雪咏花草，写离别道相思之作；在艺术上则以委婉
浓丽为主导风格。



晏殊官至宰相，一生显贵，以“善知人”著称。他生活优裕，
喜聚客宴饮。其《珠玉词》被视为婉约词派的正宗。这首
《浣溪沙》是晏殊的代表作，也是宋词中被后人广为传诵的
名篇。

《浣溪沙》词分上下两片，每片三句。主要写作者在春天黄
昏时的生活和心情，它的好处在于摆脱了代歌女立言的代言
体，直接真实地抒发了个人的生活感受。上片写作者在唱一
曲新词，饮一杯醇酒时，竟感到这样的生活已经无数次地重
复，因为春天的天气同去年一样，亭台景物也都依旧。作者
看见“夕阳西下”想到了岁月在不断地流逝。时间是不能倒
流的。在这里，作者向我们倾诉的是他所感到的生活的空虚、
无聊，同时也有一种对时光流逝的惋惜之情。下片进一步写
这种生活感受。时间永不停滞，春花纷纷凋谢，燕子又回来
寻找旧巢。对春花落地感到无可奈何，燕子年年归来也不觉
新奇。这一切都取决于自然规律，是人力难以支配的，而人
只能在花开花落、燕去燕来中逐渐衰老，想到此他只有独自
一人在小园花径间不断地徘徊。在词中作者对生活的体验，
对人生的思考借助曲、酒、夕阳、落花、燕子并通过自己的
观察与感受表现出来，所以做到了景与情自然结合，浑然一
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晏殊颇为自得
的奇偶佳联，也深受后人的赞赏。

对于词人的心态及词中的情感，中学生可能难以理解，应多
引导他们去分析作者对岁月的爱惜和对生命的珍视，并启发
他们鉴赏这首词在语句和对仗上的艺术技巧。

三、《江城子・密州出猎》教材分析

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政见而自请外
任。朝廷派他去当杭州通判，三年任满转任密州太守。这首
词是熙宁七年(1074)冬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

词的上片记叙此次出猎的情况。苏轼此时40岁便自称“老



夫”，颇有悱恻意味。开头说老夫本不该狂，而自己却聊且
要发发少年人的豪情狂态。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架着苍鹰，
戴上锦蒙帽，穿上貂鼠裘。率领众多的随从，纵马狂奔，飞
快地越过小山冈。说明这是一次装备齐全，人数众多的热热
闹闹的狩猎。“卷平冈”极言行走之快，可见出猎者情绪高
昂，精神抖擞。下面一层写作者为回报人们倾城而出观看太
守狩猎的盛情，他要像当年的孙权那样亲自挽弓，马前射虎。
孙郎即孙权，《三国志》记载在一次出行中，孙权的坐骑为
虎所伤，他镇定地在马前击毙了老虎。这就在大幅度地描绘
出猎的群众场面后，又特别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少年狂气。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篇二

围绕我负责的课题，在研究后期我开展了研究性学习活动。
可是，这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学生有的是好奇心
和探求欲，但就是没有标准和立足点。为此，我拟定了三个
小课题，通过一节指导课对学生的思维和行动进行了激发和
引导。特将这堂尝试课的成功之处作如下展示以求再思索再
讨论。

一、点燃辩证思维的火把

上课之前，我抛了一个问题：前天课间休息，老师无意中听
到有同学在讨论李商隐诗歌的清丽深情，今天我希望借此机
会和大家讨论一下他的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学生很积极，
口号式的喊出了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特质
等因素。于是我把这个话题扩大化，要求学生用事例、事理
来强化这种认识。有学生说道，我拿盛唐诗歌的大气、繁盛
来举例吧。武则天当政时期，骆宾王为徐敬业作了篇《讨武
曌檄》。武则天上朝的时候让别人把这个檄文撕下来念给她
听，当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她认为
这两句会对老百姓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真是击中要害了。就
遗憾的说，骆宾王这样的人才，宰相竟然没有招他入阁，这
是宰相之罪啊。这样的政治环境是宽松、平等的。还有开元



盛世时，人民生活富足，一斗米只有三文钱，所以经济是繁
荣发的。唐代的留学生也很多还有的通过学习汉文化还入朝
为官了。这些都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使得唐
代大量的涌现出风格迥异的诗人，从而形成了各样的诗歌流
派。这个学生平时就善于积累和思考，一番言论已经震惊四
座，从其他学生的表情里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思维处于“被刺
激、被激活”的状态。这就很水到渠成地迈出了一大步，为
我的课堂预期目标的实现做了有力得奠基。

二、开启多元化的评价角度

以《长恨歌》为例，我再次让学生评价作品的主题。学生提
到了“从此君王不早朝”、“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弟
兄皆列土”、“六军不发无奈何”，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矛盾和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宛转蛾眉马前死”以后，二人
的一往情深和忠贞不渝。“君王掩面救不得”、“孤灯挑尽
未成眠”、“魂魄不曾来入梦”等又让人感受到人情感里的
真挚。我很欣慰学生在评价的时候没有极端的褒贬色彩，这
证明他们的思维里多了些理性经验。于是我顺势提到李煜和
宋徽宗这两个被贴上“亡国君”标签的人物。在政治历史上，
他们都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他们是伟大的贡
献者。王国维说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词的成就。他变“伶
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给予文学形式一种新的可能性。
宋徽宗的收藏、编纂的画谱影响力都很大，个人创作丰富到
了惊人的地步。接着我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启发，学生一
致认为要口下手下留情，从多个角度去看待人或事。就拿历
史文学人物的品评来说，要在对其信息资料大量占有的情况
下，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于是我要让学生参与的研究性
学习活动就有了立足点和着眼点。

三、延续理想化的.课堂效果

在对学生即将着手的几个课题进行完引导拓展后，我要求学
生高效组合，落到实处，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当即他们就



合理组合资源，选定课题，明确细化了各自分工。接下来的
几天我都会关注他们的进展情况，他们每天都有或多或少的
讨论以及相关的资料整合，甚至有两个学生还各自组织了配
手兼带开展了自己一直感兴趣并且深入了解过的文学人物的
研究。更可喜的是这堂课带给学生的启发和思考被延伸到了
之后的课堂教学中。我在讲《中外传记作品选读》时，学生
能用这种思维去思考问题，去表达见解。

高中生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判断能力，求知欲强、知
识迁移能力强，那么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就能在较大程度上
满足学生的探求欲望。而这次活动的实施本身就是对我负责的
《指导学生进行古典诗词赏析方法》的研究课题的有力促进
与补充。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篇三

学习吟诵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古诗词教学即使不能说是错
误的，也是偏离的。今天教《古诗词三首》，我按照我学习
后的正确方法来教的。

第九册《古诗词三首》包括了两首诗一首词，分别是《泊船
瓜洲》、《秋思》、《长相思》。《秋思》上学期我们吟诵
背过，不在课堂上讲，特别要强调的是“思”读第四声，因
为古诗中，名词的“思”是念去声的。“京口瓜洲一水间”的
“间”念第一声，这个字是押韵的，押邻韵。如果不押韵，
诗意就断了。（晋如老师的话）

这一课，先讲词。因为词的知识，学生以前是不懂的，因为
以前的我也不懂。我首先让学生对“诗词曲”有个明确的认
识：唐诗、宋词、元曲，这是根据朝代来区别的；写诗、填
词、制曲，这是根据写作方式来分的。为什么是填词？因为
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有严格
的要求，不是乱写的，是“填”进去的，就像填空题一样，
所以叫“填词”。



那么，“长相思”是怎么样一个词牌？是双调（有上下片），
8句，36字。各三平韵1叠韵。跟上学期学的“忆江南”词牌
是不同的，“忆江南”是单调，5句，27字，3平韵1叠韵。这
个非常好理解，所谓双调，就是有两个段落，名为“片”。
课本的标调是依据字面意思的，体现不出词的押韵，其实在
词里，标点的更大作用是标示韵脚。所以我教学生全部改正
过来：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在词里，标点符号体现是韵脚标示。凡是押韵处标“。”号，
不押韵处标“，”号，逗处标“、”号，除此外没有其他的
标点符号。所以懂词的人，一看这个标点就明白了。

“程、行、灯、更、成、声”是韵字，属于《词林正韵》
（《词韵简编》）里的“十一部”。《词林正韵》（《词韵
简编》）是所有填词的人填词所依据的韵书。

了解了这首词牌的特点之后，我们就开始吟诵这首《长相
思》，是徐建顺老师的调子。在吟诵的过程中体会情感，几
遍之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吟了，会背诵的孩子也有不少了。

学完词之后，再学诗。拿到一首诗怎么去读？首先要分析诗
体。《泊船瓜洲》是一首七绝，也就是近体诗。近体诗必须
是严格按照平仄和押韵要求的。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学习了语文第五课古诗四首，这课古诗篇数较多，课上
只学习了其中两首。说来这也是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课文，
文中选取的这四首古诗，正是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描写。
孩子们对这四君子不了解，所以先从四君子的介绍入手。经



过简单的介绍，学生们知道了这几首古诗所以表达的大概意
思，多少也明确了这节课主要学习什么。

在学习古诗《梅花》和《竹石》时，要注重情感的抒发，情
感是古诗的生命，它表达了诗人对生活中人物、景物、事物
的爱憎和感叹。要激起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那就得把古诗
描写的诗境先推到学生面前，进而让他们走进去。上课伊始，
我就创设一种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百花凋零的情景，接着
又出现了美丽的梅花，与前面创设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学生初步体会《梅花》的诗境。在课堂教学中，我充分发
挥了读的功能，刚开始就让学生多读，反复地读诗，在读中
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熏陶。让学生自由
想象，体会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情感。

总之，整个教学过程，我觉得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完成了我
预设的教学目标，但课堂上还是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有些
同学还是没被调动起来，没有进入我创设的情景中去，至此
他们的想象能力、朗读能力等都没有得到训练和提高。在今
后的教学中，更应该让所有的同学都融入到课堂的情境中来，
达到更好的效果。

诗词鉴赏教学反思篇五

1.教学目标

1.朗读古诗，读准字音，读好停顿。

2.理解五首古诗的思想内涵，感悟诗的意境，使学生从中受
到美的熏陶。

3.熟读并背诵五首古诗。

2.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五首古诗的意思，感悟诗的意境，使学生从中受到美的
熏陶。

3.教学用具

多媒体、板书

4.标签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古诗的内涵韵味深远，今天我们来学习五首新的古
诗。

二、展示目标

1.朗读古诗，读准字音，读好停顿。

2.理解五首古诗的思想内涵，感悟诗的意境，使学生从中受
到美的熏陶。

3.熟读并背诵五首古诗。

三、先学

（一）自主学习

1．读准字音。要求：默读古诗，遇到读不准或不认识的字，
勾画出来，借助工具书或求助组员解决。

2.读出节奏。要求：先用铅笔在文中自行断句，做出标记。

3.默读诗文，了解古诗大意。



（二）自学检测

1.抽查朗读古诗，注意读音节奏。

2.组内接龙有感情的朗读古诗。

（三）我的疑惑

四、后教

自主思考下列问题后组内交流，时间6分钟，准备集体交流。

有感情的朗读古诗并体会古诗内涵，先自主思考，后组内交
流。

1.“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什么含义？表现
了诗人怎样的境界？

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有什么含义？

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了诗人怎样的
气节？

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什么含义？

5．为什么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点拨

五、当堂检测

1.《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蕴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
将取代旧事物的

诗句是：



2.《赤壁》中以二乔的命运来反映赤壁之战的重大影响的诗
句是：

3.《过零丁洋》中最能体现文天祥崇高民族气节的两句话是：

4.《山坡羊潼关怀古》中作者对以往历史所作的概括与评价
的诗句是：

5．月亮的美称很多，你能说出几个（至少两个）？婵娟、玉
兔、夜光、素娥、

冰轮、玉蟾、顾兔、玉弓、玉桂、玉盘、玉钩、玉镜、冰镜、
广寒宫、嫦娥

等。6．婉约李清照柳永

7．苏轼的词以豪放著称，你还能说出宋词中与豪放相并列的
另一种风格吗？

并举一两个作家。

六、自我反思

一节课的学习中，你收获了什么？可以是有关知识的学习、
方法的总结，也可以是对你人生的启迪、心灵的震撼，请你
认真、条理的总结在下面。你认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中，哪
些是你在检测训练过程中容易出错的？也请你总结在下面。

1.我的收获。

2.我的易错点。

课堂小结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诵读这五首古诗，感受诗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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