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风教案反思 古诗教学反思(大
全9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一

通过教学《古诗两首》后，让我感受到借助插图是帮助低年
级学生理解古诗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教学《赠刘景文》
一诗时，由于“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两
句学生难以理解诗意，我就想让学生看图，从图中看出描绘
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学生从树叶黄了，树上有成熟的果子，
知道是秋天的景色。还看见有个水池，老师提示句子中
的“荷、菊”分别是指的什么植物？学生明白了“荷”是荷
花，“菊”是菊花。

第一句中的“荷尽”让学生看水池中有荷花吗？为什么？学
生明白了：因为这是秋天，所以没有了。提示：擎雨盖是遮
雨的伞。想想这里是指的什么？聪明的学生想到了这里是指
荷叶。这一句的意思学生就能理解：秋天荷花凋谢了，荷叶
已经不见了，菊花也凋谢枯萎在枝头。（告诉学生这说明已
经是深秋季节了）

在理解《山行》后两句时，我也让学生看图，指出图中哪位
是诗人，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学生回答：“这
里的枫树林很美，他在这里欣赏枫叶。”这里的枫叶有多美
呢？你能告诉老师吗？看看图，再读诗句能明白吗？一个学
生举手回答：“这里的枫叶比二月的鲜花还要红。”你是怎
么知道的？学生说“我看到图上没有花，只有红红的枫叶，
就像鲜花那么红。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我想是说这



枫叶比鲜花还要红吧。”看看，他说得多好！

因此，课文中的插图，千万别忽视，要教会学生善于借助插
图来理解课文内容的习惯。

《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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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二

1.二次备课不充分，讲课前翻看教参时，很多好的点，都随
手写在了书上，没有合理安排在教案里，导致上课时会出现
混乱。

2.学生举手回答问题不积极。不知是年龄关系还是课堂渲染
力不够，或者我的语速太快，学生回答问题不积极，这个问
题后续跟进。

针对这几天出现的问题，有如下改进措施。

1.二次备课时，教案放在旁边，把新发现的点及时记录下来。



候课时，安静的捋顺讲课顺序！

2.与其他老师及时交流，看看是学生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
及时调整！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三

古诗作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作品，是小学语文教材内容重
要的组成部分。入选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有许多描写色
彩的诗句。教学时抓住富有色彩的词语，对于正确理解诗的
意境、领悟诗的感情，有很大帮助。

所以在古诗教学时采用了抓诗眼，释词，顺句，连篇的教法。
《咏柳》和《春日》两首诗学生非常熟悉，早已倒背如流，
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感情朗读、背诵每个环节都非常顺
利，但是到了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时就卡住了。
孩子们有的拿出词语手册来解释某些词的意思，大多数能运
用书上的注释解释。当汇报时他们充其量只能把几个知道的
意思，生硬地串联起来，整句诗的理解听上去非常别扭。于
是我进行意境的转化教学，一节课下来，自认为学生应该了
解了古诗的意境，掌握了古诗的大概意思。谁知转过天来让
学生释义时，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讲述。原诗早已背诵的滚
瓜烂熟，对其意境竟然朦朦胧胧。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刚开
学的不适应吗？想想也许有其中原因的一点原因，但是最终
可能还是在于教学方法与学生的认知接受能力上的差距，创
造的教学情境不够深入。每一首古诗，从意象到意境，都具
有主观情意与客观事物整合生成的艺术境界，即情与景的相
合相容。

在古诗教学中，意象的解读是基础，只有入境才能入情，才
能品味，才能催生精神感知。因而，古诗教学中，意境的感
悟是实现情感体验、情感获得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步骤。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四

诗人陆游临终作诗，不说别的家常话，而只说“不见九州
同”之遗恨；对儿子没有别的嘱咐，却只叮咛他们在家祭时
别忘了把“北定中原”的喜讯告诉他。这是何等深厚真挚的
爱国情感啊！

诗人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之所以那样激动不已，不
仅仅是因为自己从此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悲苦生活，更主要
的是因为从此祖国可以重归统一，人民可以免受战乱之苦。
由此可见，陆游的'“悲之切”和杜甫的“喜之狂”表达了相
同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在教学时，我着重引导学生体会诗人
的不同情感，培养、涵育学生的爱国情怀。

本课的两首诗在语言上并没有什么难懂之处，所以，根据六
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我引导学生依靠工具书查阅注释，反
复吟诵，联系上下文理解字词、诗意。如《闻冠军收河南河
北》一诗，让学生说说杜甫“喜欲狂”的原因是什么，从哪
些词语和诗句看出杜甫的高兴、喜悦。再如《示儿》一诗，
让学生初读诗句后说说从诗中体会到什么，是从哪些词语、
诗句只能够体会到的。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五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注释]

1.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

2.寻芳：游春，踏青。

3.泗水：河名，在山东省。

4.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

5.东风：春风。

[简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游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
也很像是这样。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
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
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
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
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
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
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
承首句中的“寻”字。

“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
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
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
识了春天。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
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
第三、四句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



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
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泗水”
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
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
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
染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
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是宋代理学的集
大成者，也写过一些好诗，善于寓哲理于形象，以《春日》、
观书有感》等较著名。

各位老师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六

本课是两首描写秋夜景色的古诗，要让学生进入课文意境，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根据诗
歌的特点，我们组织学生合作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句子重点读，仔细体会，再来交流。这样
的探究引起了学生的兴趣，而且进一步领会了诗歌的.意境！
教学中我有用课件，可能会让学生比较直观地感受到诗境之
美妙，但觉得减低了学生对语言文字品味。有利有避啊！

《望洞庭》和《娥眉山月歌》两首诗都描写了山、水、月，
但是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编者将他们编在
一起的意图可能就是让学生来比较体会：同样的事物可以表
达不同的情感，让学生感受到两首诗的异同。所以，我觉得
这篇课文在教学中能尝试将这两首诗结合起来学习。先初读
两首诗，总体感受两首诗，然后再分开来分别学习，体会诗
歌描写的意境，然后在最后再一次将他们结合起来比较异同。
我想学生一定会在比较中加深对诗歌意境的体会，又能了解
到月亮不光可以寄托思念之情，还可以表达自己心中无比热
爱之情。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七

“这次才俊课堂，我想上一节古诗词课。”“什么课都可以，
只要把课备好了。”师傅仍用她一贯淡淡的微笑回应我。可
对于我来讲，选择在一次公开课的课堂讲古诗词是勇气，也
是一份挑战。短短的二十几个字，学生如何学有所获，老师
又该教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并不容易把握。

确定了课题，便着手准备。第一版教学设计，我备的是《古
诗二首》的第一首诗《牧童》，按照读诗文——解诗意——
悟诗情的步骤开展教学。随后将教学设计发给师傅，师傅提
出：“仅仅提出这三个步骤，看似板块清晰，实则学生根本
不理解什么是悟诗情，所学方法下次也不能学以致用。古诗
的教学重点应放在读好古诗，理解古诗大意上，因而课堂上
的大部分时间应放在这一板块。”于是有了第二版教学设计，
检测预习包括交流诗人资料，小组互检读诗文，指导铺、蓑
等读音，指导书写生字。接着回顾了解古诗大意的方法，小
组合作了解古诗大意，然后教授品关键字，想象画面的方法，
品悟诗境，美读诗文，背诵诗文，改编诗文。第二版的设计
明显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发生。试讲两个班级以后，发现这
一教学设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预习检测占用时间过长，
写字指导不够到位；其二：理解古诗大意板块，教师指导太
少，当学生脱离工具书，就不能将大意说条理，明白。看似
简单的四句诗，真正理解还是存在一定难度。于是便有了第
三版教学设计，调整预习检测环节，通过两道测试题检测字
音与字形，重点指导铺的读音与蓑的写法。理解古诗大意环
节，先人小组进行讨论，指名回答，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相
机追问，如：你觉得这片原野上的草长的怎么样？原野的面
积大吗？你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的？从而根据回答指导六七
里、铺等字的含义。当学生真正清楚的了解古诗的大意，下
一板块的巧品一字，入诗境才水到渠成。

三改教学设计，直至周五上这节课前依然担心改编诗文环节
时间不充足。纵观这节课，所设教学目标基本达成，教学板



块较为清晰，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但每节课都存在问题与
遗憾。首先，在理解古诗大意时，问学生从哪里感知到原野
面积之大，青草生长之茂盛？除却六七里，铺字之外，横也
能体现出原野面积的辽阔，且理解古诗大意时，横字并不好
解释。可课堂上一直担心时间不够充足，在学生说出铺字与
六七里以后，便慌于进行下一句的交流，忽略了这一课堂生
成。再者，板块时间安排上，思索在解诗意板块可以再多一
些时间，改编诗文环节其实可以改成三人小组讲，发挥想象，
丰富细节。这样每一环节都可以砸的更扎实。课后我随即检
测了学生对这首古诗诗意的理解，80%能独立写出古诗的大意，
背写古诗正确率也较高。但仍然存在十几个孩子，对古诗的
前两句理解不够透彻。这也反映出，在理解古诗大意环节，
应提问更多的学生说一说。

这节课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理解古诗大意上，在此之前
我是惧怕的，惧怕陷入教师剥丝抽茧般的品读赏析。这节课
过后，我亦有了新的思考。如同汪秀梅老师在《怎样让阅读
教学更有效》一书中提到的：“大家都在讨论，古诗词教学
要不要精讲？我认为关键看讲什么，如何讲。在小学阶段，
古诗词教学不能进行理性分析、解读，但教师引导学生借注
释理解诗词大意，引导学生走进诗词的境界，体会诗人表达
的情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因为害怕自己讲的太多，而
减少对学生的指导，实则也是忽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你要学会追问。”师傅的这句话时常萦绕在我耳旁，
这句话的`背后实则是老师本身对文本的透彻解读，是放手学
生去学，但心中有数。把方法教给学生，用生动的语言描述，
把学生带入情境，此时的诵读才是与诗人的对话，才不至于
读百遍而不见其义。或者这就是古诗词教学的度。

我仍不满意自己在课堂上的临场反映，不满意自己在课堂上
不够松弛，自如。我又知道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幸好呀，
喜欢这样的公开课，又受折磨于这样的公开课。你为它花费
了大量的时间，为它茶不想饭不思，而它也不吝啬，终将滋
养你平日的课堂。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八

在古诗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先让学生读，那么应该读到什么
程度才行呢？要读到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才行。那要
怎样才能把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来呢？这就是古诗教学中重
点讨论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先让学生了解古诗的背景和古诗
所写的意思以及古诗所描绘的情景，以此来设身处地地体会
作者当时的想法和想说的话及当时的思想。

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让学生了解了古诗的题目，然后再让学生通过古诗
中字词的意思了解了每一句古诗的意思。并想象古诗中所描
绘的依依分别的情景。然后我就告诉学生这一首古诗的大体
背景：李白与孟浩然在这里谈古论今已经好长时间了，而且
彼此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彼此作为好朋友真是难舍难分。可
是孟浩然却必须有事要离开这里到扬州去，于是两个人不得
不分开，那么，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呢？
学生说：应该用难舍难分的语气、用依依不舍的语气、用想
留下孟浩然但又不能不让他走而叹气的语气……学生们就能
够把思维拓展出去了。

这样让学生再去读学生就能够有一定的语气了，于是再加上
课件的范读和渲染，学生再跟着朗诵。就这样多种方式让学
生体验古诗所包含的意思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了解古诗
的意思再体会感情再范领读的方式，让课堂达到了最高潮，
也使学生能够忘我的.表演朗读，从而引出他们分别时会说些
什么。学生就畅所欲言，很有的说了。

总之，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学生能够在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去学，
学生能够xxx的学习，才能够xxx的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从
而为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古诗风教案反思篇九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作品，写的是初春二月柳树、
柳条、柳叶。《春日》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所作，是一首春游
诗，赞美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色，同时也点出了“东风”是
万紫千红春天的源头这个道理。两首诗把春天描写得姹紫嫣
红，多姿多彩，而又充满了勃勃生机，表达了作者对万物复
苏的春天的渴望，以及春天到来的喜悦。

在具体的教学中，我根据三年级学生的学情，把握古诗教学
的度。这两首诗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大体了解诗句内容，体
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诵背古诗。学习这两首诗时，我就放手
让学生自主学习，由于《咏柳》一诗比较简单，学生自己基
本能理解，仅仅让学生自主学习就行，最后解决疑难之处即
可。《春日》一诗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一些，在教学的.过程中，
采取了合作学习的方法，这两首诗都做到了“大体了解诗句
内容”，没要求学生逐句翻译。有的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说
出诗意，但有的学生，他知道诗在讲什么，可是不能“言
传”。这样的情况可以理解。可到了做作业时，有写诗句意
思的要求(同步训练中有写诗意的题目)，那些孩子就犯难了，
有的句序不对，有的描述不到位，有的描写不够具体等等。
当我再重新讲解一遍，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字时，结果把诗的
韵味都搞丢了，孩子们学古诗的兴致也大减。那么对于三年
级的孩子学习古诗，真的只能要求到“大体了解诗句内容”
就够了，只要能说出来就行，没有必要让学生写出诗的意思
吗?这是我教古诗的一点疑问，希望专家和同仁能给予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