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
(优质8篇)

一分钟内，我们可以认真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新奇的事物
和美好的事情。一分钟能够让我们做些什么呢？如何合理地
安排我们的一分钟？怎样提高我们的效率来更好地利用一分
钟？如何在一分钟内做到更多事情？我们如何在一分钟内克
服拖延症？一分钟能否让我们变得更优秀？如何在一分钟内
做到专注？如何在一分钟内克服困难？一分钟内我们如何改
变自己的状态？如何用一分钟的时间让生活更美好？在学习
写作时，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优秀的一分钟范文。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一

本学期，我上了一堂公开课——《饮湖上初晴后雨》，反思
这堂课的教学，在此谈谈教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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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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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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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参与的形式多。如个别读、齐读全诗；读诗句想象画面；看
录象欣赏西湖风光的同时听配乐朗诵；给古诗配上自己熟悉
的曲子读一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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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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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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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三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一首写景诗，描绘了西湖在不同气候
下呈现的不通风姿。

本诗的难点应该是重点词的理解及对诗描绘的意境的把握上。
因此，课堂上，我通过多种方式创设情境，力图让学生真
正“入境”。首先，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本单元
需要积累的谚语入手，播放苏杭的画面。然后，再通过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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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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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四

本学期，我上了一堂公开课——《饮湖上初晴后雨》，反思
这堂课的教学，在此谈谈教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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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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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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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参与的形式多。如个别读、齐读全诗；读诗句想象画面；看
录象欣赏西湖风光的同时听配乐朗诵；给古诗配上自己熟悉
的曲子读一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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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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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五

本学期，我上了一堂公开课——《饮湖上初晴后雨》，反思
这堂课的教学，在此谈谈教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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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上，试着仿写一首写景诗，培养学生运用积累的语言进行创
新写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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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让学生看风光图片尝试仿写一首
写景诗，我进行巡视指导，也做到了人人动笔。

(二)主体参与的形式多。如个别读、齐读全诗;读诗句想象画
面;看录象欣赏西湖风光的同时听配乐朗诵;给古诗配上自己
熟悉的曲子唱一唱;自己尝试动手写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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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让学生动笔
写诗这个环节，学生做到了人人动笔，并且完成的质量整体
水平较高，连平时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在下课后都主动将他
写好的诗拿给我看，让我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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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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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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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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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本站仅为收集收
藏，若您不愿意转载，敬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三年级语文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反思篇八

《饮湖上初晴后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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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苏
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教学实录

一、温旧知，解诗题

师：请同学们看这幅图，它会令你想起哪首诗?

生：《望天门山》。

师：(多媒体课件出示课题)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李白的诗歌
《望天门山》，现在我们一起来背诵一遍。

师生共同背诵古诗《望天门山》。

师：这位同学填的是“楚江”“孤帆”，对吗?

生：对。

师：这位同学不仅填对了，而且字写得工整、漂亮，老师给
你点个赞。现在请同桌之间互相检查，同桌写对了就给他点
个赞吧!

【点评】执教老师采取复习导入法，由古诗《望天门山》引
入教学，既检测了学生背诵诗歌及掌握生字词的情况，又让
学生温故而知新。



生读课题《饮湖上初晴后雨》。

生范读课题。

师：这位同学停顿准确，读得很有节奏，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吧!

师：读了诗题，你能知道什么?

生1：苏轼在西湖上喝酒。

生2：天气是先晴后雨。

师：题目经常会缺少一些要素，这首诗的题目缺少了人物，
我们在理解题意时要学会补充人物这个要素。(补充说明：这
天，苏轼和朋友在西湖上喝酒赏景，天气起初是晴朗的，后
来下起了雨。)

【点评】诗题是一首古诗的眼睛。教学时，执教老师让学生
从读诗题开始，强调读准字音，注意停顿，了解题目的意思，
很自然地过渡到了下一个板块的学习。

二、读准音，初感知

师：诗人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请同学们自由读古诗，注意
读准字音，把诗句读流利。

师：这里有几个特别难读的字，谁来挑战?

生1读生字词“潋滟”“亦”“妆”。

师：这位同学读“妆”时，翘舌后鼻音读得很准确，谁再来
读一读。

生2读生字词“潋滟”“亦”“妆”。



师：这位同学读“潋滟”时，前鼻音读得特别准确，请你来
当小老师教大家读一读吧。

师：去掉拼音后的生字，你还会读吗?

全班学生读生字词。

师：谁来读一读这首诗?

学生读诗，读得字正腔圆。

师：你读得很有节奏感!“子”“奇”“宜”都是押“i”音，我
们在读的时候要学会体会诗的韵味。

男女生比赛读，最后全班读。

【点评】朗读是古诗文教学的重要手段，学生通过多种形式
的初读，如自由读、个人读、男女生比赛读、齐读等，读准
字音，读通诗句，在老师的指导和点拨下，读好停顿，读出
诗的韵味，达到了字字准确、句句流畅的朗读目标。

三、知诗意，想画面

师：我们学习古诗，除了读准字音，还要了解诗句的意思。
你用什么方法理解诗句?给大家推荐一下。

生1：看注释。

生2：看插图。

生3：想象画面。

……

生1：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晴天时和下雨时西湖的画面：天晴



时，太阳高照，西湖的水在荡漾，湖面上闪着粼粼的金光;下
雨时，远处和近处的景色朦朦胧胧，别有一番奇特的美。

师：你描述了一幅西湖晴雨图。

生2：我眼前出现了这样的西湖：晴天时，艳阳高照，水面波
光粼粼，是橙色的;下雨时，云雾弥漫在西湖上空，像仙子一
般。

师：你用比喻的方式描述了想象中的画面，真好!

【点评】小学三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学习古诗的方法，
教学时，教师先让学生回顾学习古诗的方法，然后自由朗读，
引导学生想象诗中的画面，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在理解诗意的
同时感悟诗的意境。

师：你认为哪一句诗描写的是西湖的晴天呢?

生：水光潋滟晴方好。

师：(多媒体课件出示诗句)你从哪里看出来是晴天呢?

生：水光潋滟。

师：“潋滟”是什么意思?

生：波光闪动的样子。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看注解。

师：很好!通过看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这也是学习古诗的一
种方法。



【点评】现行教材从三年级开始，古诗词就有了相应的注释，
对诗词中的关键字词做了解释和说明。教师要指导学生用好
教材，让学生掌握借助注释理解诗句的.方法，并在学习中反
复强调，从而形成学习能力。

师：阳光洒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你会看到怎样的景象呢?

生1：微波荡漾的湖面上银光闪闪，像是铺满了钻石。

生2：湖面波光闪动，像可爱的小精灵在湖面上玩耍。

生：水光潋滟。

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词，读出湖面波光闪烁的美景。

生齐读。

师：(多媒体课件出示湖面波光闪动的画面)你们看，这就
是――

生：水光潋滟。

师：这样的景象让你想起了哪些词语?

生1：波光粼粼。

生2：碧波荡漾。

生1：水光粼粼晴方好。

生2：金光闪闪晴方好。

生3：波光闪烁晴方好。

生1：太阳照在北海银滩海面上也是这样的景象。



师：当你在北海银滩看到这样的景象时，你可以说――

生1：水光潋滟晴方好。

生2：我坐在游船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景象。

师：当你坐船泛舟湖上时，你可以说――

生2：水光潋滟晴方好。

师：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南湖，我们可以说“水光潋滟晴方
好”;站在风景秀丽的漓江边，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们可以
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杭州，看到晴天下波光闪烁的西湖，
我们可以说“水光潋滟晴方好”。

师：“方”是什么意思?

生摇头表示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