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实用8篇)
感恩是一种美德，它能让我们更加善待他人，培养良好的人
际关系。其次，要把感恩的对象具体化，写出对方的名字或
具体帮助的事情。范文中的作者通过感恩的心态，体会到了
朋友间的珍贵和友谊的力量。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国家教育部颁发试用的“课程标准”，
十分强调古诗文的教学与古诗文文化的传承。在我们的教材
中，收有大量的优秀古诗文。编者将古诗选入语文教材，重
在引导 学生在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积累语言，增加文
化底蕴。教学这首古诗，一是为了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体验古诗歌的节奏、音韵之美；二是为了培养学生
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情感。 在 教学中，我把
重点放在指导朗读，帮助学生理解诗句内容和体会诗歌描写
的意境上。由于教材中对诗已作注释，我对诗句不作过多的
讲解，让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题目和诗句的意思。另
外，借助图画引导学生对诗中所描写的景象进行想象，体会
诗歌的意境，并以歌唱的形式感悟诗情。最后，我让学生在
积累了不少描写祖 国壮美河山的古诗。我觉得本堂课教学比
较成功的地方有：

一、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主体参与的质量较高。具体表
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生参与面广。如上课伊始，我板书课题，并让学生
边看我板书边一起书空课题中每个字的笔画，做到全员参与。

（二）主体参与的形式多。如个别读、齐读全诗；读诗句想
象画面；

（三） 主体参与的积极性高、效果好。如让学生读诗句想象



画面并描述画面时，学生纷纷举手，描述画面时能运用课内
外积累的好词、佳句，语言比较生动、形象。

二、课件的使用恰当、适时。本堂课使用的课件是我自己制
作的几张投影片，有文字，有画面，还配上经典民乐作为背
景音乐。听课老师反映课件的画面和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起到了很好的辅助教学作用，使古诗教学的课堂氛围更加浓
厚，有助于学生感悟诗歌的意境。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 板书设计很好，但出现得不适时。这说明课前准备还不
够充分。因为临上课前，我突然想到板书出现的时机，如果
调整一下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但由于是临时的想法
加上临场紧张，上课时没能适时地调整好相关的教学环节。
想法虽好，却没有付诸实现。看来，今后课前的准备还要再
充分些。

二、 没有当堂指导背诵全诗。这也是教学设计上的一个疏忽。
其实，当时设计教案时，我曾想到要有指导背诵这一环节的，
可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将想法记录下来，后来几次修改教学设
计，竟然忘了补上这一环节。由此可见，在教学上有某种有
价值的想法或灵感时应及时记录下来。毕竟，“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嘛！

以上是我的教学反思。我想：以后我再教这一课时，有了此
次反思在前，我会把这一课教得更好。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二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写
景抒情的经典诗文，是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一篇传世佳作。这
首诗抓住了夏季时晴时雨的特征，描绘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
呈现的别样风姿，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热爱与赞美。



课堂一开始，我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西湖的最直观的感受，使
其自然地进入学习情境中。接着从诗题入手，通过指导学生
的朗读来进一步理解题意。使学生在情感轮廓上有个大致的
方向。随后通过多种方式的朗读指导后于学生交流读懂诗意
的好方法，引导学生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渗透使用。在突破诗
歌的教学难点，理解“潋滟”一词描绘的西湖画面时，我出
示了晴天的西湖波光闪闪的画面，让学生在朗读和理解的过
程中发现美的词，并能用自己的词汇来描绘图片中的画面，
在通过各种方式的朗读，使其在情感上得到升华。

随后，引导学生在苏轼的笔下感受西湖朦胧细雨之奇。在这
个环节，我先出示画面，让学生想象并来描绘，学生的情绪
达到高潮之际，出示诗中的句子“山色空蒙雨亦奇”，体会
奇的独特之处，加之各种方式的情感朗读引导，使学生能够
走进诗中奇妙的境界。在感受奇妙的意境后，通过一系列的
铺垫，学生渐渐进入了诗歌的情境，西湖时晴时雨的美丽画
面浮现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这对诗歌后两句“欲把西湖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理解，对诗人情感的领悟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一天之中，诗人欣赏了西湖的晴姿雨态，真是兴奋之极啊！
这时，他情不自禁地由西湖想到了——（西子），在引导学
生感悟此比喻的精妙过程中，适时地进行多次朗读指导，学
生陶醉在这美丽奇妙的西湖景色之中。最后我通过一首杨万
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来比较拓展延伸，一首是描写
晴雨的西湖，一首是描写荷花怒放时的西湖，学生在朗读比
较中体会西湖不同韵味，感受诗的魅力。我觉得这节课做得
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1、以读代讲，以读悟语，以读悟情。引导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由浅入深，铺垫得较好，有层次性。自由读、指名读、师生
合作读、接力读、齐读、配乐入境读，多种形式的读，课堂
上书声朗朗。图文并用，借助图画将古诗词形象化，让学生
通过观察图画，更直观地理解诗词，反复吟咏诗句，体现语



文课堂浓浓的语文味培养学生语感，感悟诗意，感悟语言文
字的美。

2、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课程标准》强
调指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积极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本课教学中，我以学生为主
体，体现了以教为重心向以学为重心的转移。由于每个教学
环节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一步
步推进，因此，学生生生互动时，生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开
发，教师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引导比较巧妙到位，生生之
间思维碰撞的火花很精彩，个性得以充分张扬。

3、在想象中个性化感悟诗中的意境。教学中，我注重对文本
进行拓展。如：“一边读，一边想：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晴天的西湖真美！看着看着，不知不觉，湖面上悄悄下起
雨来，眼前的西湖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出示图片)看到这样
的画面，你想怎么来夸赞一下西湖呢？”让学生换词，用这
种方式来攻破理解词语的难点。引导学生体会到这个“奇”
字中蕴含的：奇特、奇妙、奇异、神奇等其中不同的奥妙和
丰富的内涵。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1、学生读诗的韵味不够浓，我铺垫的语言如果再丰富些，而
且让引导学生理解词语，感受意境之后，再让学生在想象中
读，学生读诗的韵味会更浓。

2、老师的语言不够简练，略显啰嗦。在以后诗词教学中应不
断锤炼自己的语言，更富有诗意语言才能把学生不断带入诗
情画意当中，更好的感受诗人描绘的情景。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过我相信通过这次大胆的尝试，
对以后的诗词教学一定会有更多的借鉴和帮助。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三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湘教版教科书四年级下册的一首写景
抒情的经典诗文，是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一篇传世佳作。这首
诗抓住了夏季时晴时雨的特征，描绘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呈
现的别样风姿，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热爱与赞美。在学
校20xx年上学期青年教师赛课活动中，我选择了此诗参赛。

古诗教学历来是阅读教学的难点，它的最大难点是什么？难
就难在怎样引导学生真正进入诗词的意境。在教学这首诗时，
我通过多种方式创设情境，力图让学生真正“入境”。课堂
一开始，我就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播放了美丽的西湖风光
图片，并且用优美的语言作旁白，让学生对西湖的美有了最
直观的感受，营造了阅读期待。在突破诗歌的教学难点，理解
“潋滟”一词描绘的'西湖画面时，我出示了晴天的西湖波光
闪闪的画面，并且让学生尽情发挥想象“晴天的西湖除了波
光闪闪的湖面，还会有哪些美丽的景象？”在让学生感受雨
中西湖画面时，我又让学生闭上双眼在雨声中冥想：“雨中
的西湖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通过一系列铺垫，学生渐渐
进入了诗歌的情境，西湖时晴时雨的美丽画面浮现在了他们
的脑海之中，这对诗歌后两句“欲把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的理解，对诗人情感的体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古诗教学中，朗读是重头戏，只有通过朗读，才能让学生理
解诗歌，体会到诗人表达的感情。这一堂课中，我采用了多
种朗读形式，有范读、个别读、分小组读、男生读、女生读、
齐读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朗读活动的开展，学生渐渐体悟到
了诗人的情感。

然而，这一堂课也有不少遗憾。我的情感不够投入是最突出
的问题，诗歌的朗读还没有教好的凸显层次。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国家教育部颁发试用的“课程标准”，
十分强调古诗文的教学与古诗文文化的传承。在我们的教材
中，收有大量的优秀古诗文。编者将古诗选入语文教材，重
在引导学生在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积累语言，增加文
化底蕴。教学这首古诗，一是为了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体验古诗歌的节奏、音韵之美；二是为了培养学生
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情感。

在教学中，我把重点放在指导朗读，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帮
助学生理解诗句内容和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上。

由于教材中对诗已作注释，我对诗句没做过多的讲解，让学
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题目和诗句的意思。这也是三年级
学生学习古诗的方法，虽然孩子们在理解诗句时还有一定难
度，但在教学时，我适当扶一扶。

本课写得特别美，教学时，我借助图画引导学生对诗中所描
写的景象进行想象，体会诗歌的意境，并以歌唱的形式感悟
诗情。

教学时，虽然介绍了西湖的美景，但孩子们没有去过，看过，
在感受美丽景象时，还有一定难度。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五

本周五第一节课我讲了一节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教育
局的领导和校领导来听课。下面我就结合教育局腾老师的点
评反思一下这堂课。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国家教育部颁发试用的“课程标准”,
十分强调古诗文的教学与古诗文文化的传承。在我们的教材
中,收有大量的优秀古诗文。编者将古诗选入语文教材，重在



引导学生在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积累语言，增加文化
底蕴。

在教学中，我把重点放在指导朗读，帮助学生理解诗句内容
和体会诗歌描写的意境上。由于课前我布置了预习，所以我
对诗句中的重点字词单抽出来帮助学生来理解，效果不是很
好，看来还是应该放到诗中去理解更为合适。

由于有些紧张，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以后，把读诗这个
重要环节居然给丢了，很是不应该，其实教学设计上有的，
上课前我还看教案时还记着着，可一上课就给丢了，光想着
怎么用课件了，短练啊!

回忆整堂课，就像腾老师说的那样，词语的理解、诗句的理
解、读、预习等方面都关注到了，就是落实的不够扎实。现
在让我想怎么才能把这些环节都落实的很扎实，我也说不出
来，同时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做好的，还需要我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我会的。

这堂课的备课和课件其实我也用心了，一直忙到夜里一点多，
估计二点多才睡着的，可就是自己的水平太有限，课件虽然
做的还算可以，就是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课件出示的时机
不是恰到好处，腾老师的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画面的呈现
应该起到提升的作用，而不能让学生成为画面的'解说员;应
该让学生在头脑形成形象以后再出示画面，使学生的感悟和
体会得到提升。

通过这节课还使我深深的感受到课件的辅助作用真的很大，
以前只是看其他老师上课时使用课件，自己没用过。这次如
果没有课件我真不知道怎么上这节课。同时我发现有课件，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被调动起来，以后我要在这方面也多
下些功夫。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六

《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诗是写西湖的景色，作者通过大胆
的想象，用西施来比喻西湖，增添了西湖的美丽和奇妙。学
习这首诗，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读来体验作者的感情，通过对
诗中“美”的理解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美”用读的形
式表达出来。

在理解古诗的字、词时，我几乎把诗中所有的字、词都拿来
和学生分析了，在学生理解字词的基础上，很快就领会诗句
的意思了。学生懂得诗句的意思后，就让他们讨论这首诗表
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然后一起分析，最后通过对作者感情
的理解，有感情朗读这首诗，体验这首诗中的.“美”。在理
解题目时，我用提出质疑的办法，来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
加深了学生的印象。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七

这是一首千古美诗，它把西湖的美演绎得如同一幅精美的画
卷，并且富有灵气，让人留连忘返。在教学时，我屏弃了传
统的串讲，把诗肢解掉，而是通过精美的课件，优美的乐曲，
动情的.渲染，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去感受、触摸西湖的美，
学生读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学生在不断的品读中充分领
略了西湖的美，也渐渐明白了诗的意思，进入了诗的意
境。“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把课堂比
诗园，一声一叹总关情”，一句对西湖的赞美，一声“哇”
的感慨，一次声情并茂的朗读？？无不透露出学生对诗的喜
爱，对学诗的投入。

但课堂上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学到“西子”时，学生对
古代的四大美女非常感兴趣，于是我趁机讲了有关她们的事，
并对“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进行了诠释，学生的
思维开始有点散。课堂上起了一点小涟漪。还好我准备
了“西湖十景”的图片，学生自然而然又回到了课文。只是



时间少了点，学生的品味时间不够，也没有好好去写一写。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八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部编版版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
写景抒情的经典诗文，是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一篇传世佳作。
这首诗抓住了夏季时晴时雨的特征，描绘了西湖在不同天气
下呈现的别样风姿，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美景的热爱与赞美。

古诗教学历来是阅读教学的难点，如何引导学生真正进入诗
词的意境。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中，我通过多种方式创设情
境，力图让学生真正“入境”。

课堂一开始，我就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播放了美丽的西湖
新旧十景风光图片，并且用优美的语言作旁白，让学生对西
湖的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营造了阅读期待。首先我从诗题
入手，通过指导学生的朗读来进一步理解题意。使学生在情
感轮廓上有个大致的方向。随后通过多种方式的朗读指导后
于学生交流读懂诗意的好方法，引导学生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渗透使用。在突破诗歌的教学难点，理解“潋滟”一词描绘
的西湖画面时，我出示了晴天的西湖波光闪闪的画面，让学
生在朗读和理解的过程中发现美的词，并能用自己的词汇来
描绘图片中的画面，在通过各种方式的朗读，使其在情感上
得到升华。

随后，引导学生在苏轼的笔下感受西湖朦胧细雨之奇。在这
个环节，我先出示画面，让学生想象并来描绘，学生的情绪
达到高潮之际，出示诗中的句子“山色空蒙雨亦奇”，体会
奇的独特之处，加之各种方式的情感朗读引导，使学生能够
走进诗中奇妙的境界。在感受奇妙的意境后，我通过一个小
的写话来升华情感：因为有雨，西湖的柳枝更加柔美，因为
有雨，西湖的小桥更加俊美，因为（），西湖的（）更加
（）。通过一系列的铺垫，学生渐渐进入了诗歌的情境，西
湖时晴时雨的美丽画面浮现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这对诗歌



后两句“欲把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理解，对诗人
情感的领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时，苏轼站在西湖边，看着美丽的湖光山色，苏轼醉
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时，老师
站在喜欢边，老师醉了。……此时小朋友站在喜欢边，小朋
友们醉了……通过多次朗读引导，学生陶醉在这美丽奇妙的
西湖景色之中。最后我通过苏轼的另一首《望湖楼醉书》来
比较拓展延伸，一首是描写小雨的轻柔，一首是描写大雨的
狂乱，学生在朗读比较中体会雨的不同韵味，感受诗的魅力。

古诗教学中，朗读是重头戏，只有通过朗读，才能让学生理
解诗歌，体会到诗人表达的感情。这一堂课中，我采用了多
种朗读形式，有范读、个别读、齐读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朗
读活动的开展，学生渐渐体悟到了诗人的情感。在这次诗词
教学中我发现自己过于引导，没有放开学生大胆的想象，有
的环节时间过于仓促，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

相信通过这次大胆的尝试，对以后的诗词教学一定会有更多
的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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