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夏天的诗句 小学三年级语文古诗
第二课时的教学反思(通用5篇)

公司宣传语是企业通过言辞和形象手段传递给公众的核心理
念和价值观。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怎样在公司宣传语中传达
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和优势？下面是一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
成功的公司所使用的宣传语，供大家参考借鉴。

夏天的诗句篇一

三、丰富学生的想象，在课堂交流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写作方
法的指导。教学时引导学生借助插图想象春天的美好，借助
具体语句来想像燕子的优美姿态，并把想象的内容，用自己
语言来描述，让学生在想象中，感受春天的生机勃勃，感受
燕子的活泼可爱，感受作者的细致观察，从而达到教学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

有待于改进的方面：

一、链接生活实际，挖掘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积累。教
学中，出示了燕子的相关资料和与燕子相关的文学作品，也
让学生汇报了自己对燕子的了解，与生活实际巧妙的建立联
系。但课后感到在教学春光美那一部分若能深入挖掘学生的
潜能，让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谈谈还可以用哪些词语
来赞美春天;在让学生感受春风、春雨的柔美和燕子的活泼可
爱时，让学生联系已学到的一些古诗词来说说。会将学生的
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不仅拓展了课堂的教学，更进一步丰富
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积累，也激发了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

二、教学语言是一种艺术。教学语言的凝练，精准，富有感
召力、吸引力是我追求的一个更高的目标。



夏天的诗句篇二

偶尔看到日历，现在已经是将近六月了，一年的时间又过了
一半了。怎么觉得今年过得这么快呢？虽然也是一天一天的
过，可是，在一天一天中，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每天，在厨房做饭洗菜时，在水池边洗脸洗衣服时，看到清
澈的水流在我的指间哗哗的流走，心里不由得想到了时间。
是的，时间是没有声音的，它不会在自己匆匆奔驰的时候，
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它要走了。它总会无声无息的在我们
不经意的时候，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无法挽留，不能止
步，只有跟着它的脚步，不停的向前行走。当我们觉察到有
一大段的时间里，我们的行为没有意义，非常后悔，想要去
弥补时，时间也告诉我们没有弥补的机会，那将成为永远的
遗憾。并且我们不能后悔的太久，否则，在我们的后悔和遗
憾中，时间又会把一大把空白的.记忆带给我们，使我们更加
追悔莫及。

有时候会坐在桌前回想以前的一些往事。昨天的，前天的，
更早以前的。那些或美好抑或沉闷的记忆让我沉迷。等我回
过神来的时候，又是白驹过隙。我也来不及拾起后悔，只好
努力沿着时间的足迹，匆匆追赶，唯恐自己又一个不留神，
使自己的生命中又多出一段空白的回忆。

时间，需要我们去珍惜！

夏天的诗句篇三

通过对重点词句和重点段落的读来体会文中的孩子前后不同
反映的根源所在，通过读，学生主动理解了沉默的可贵之处，
这时抓住时机联系实际谈自己感受到的.父母的爱以及如何回
报父母的爱，学生的反映极其强烈，所谈的内容极其感人，
引起了在场的家长以及全体同学的共鸣。李想，这个平日里
从不写作业的孩子，在和妈妈说自己的心理话时，动情地哭



了……为人母的我听到孩子们那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稚拙的表
达感情的方式，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谁说孩子小不懂事，
谁说孩子小不懂事，谁说孩子小不懂感情，谁说孩子小不会
善解人意，会的，懂的，无论是性格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无
论是善于表达的还是不露声色的，他们全懂，全会。这堂课
对我对孩子们都是“可贵”的！

夏天的诗句篇四

一、教材分析：

本课两首古诗抒发了诗人在秋天里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
感。学习本科，意在增加学生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积累，感
受诗中的秋意和诗意，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学习这两
首古诗，可以通过反复吟诵，感受是个优美的音韵。

二、学习目标：

1、会认7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有感情的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学习借助注释理解诗意，体会诗歌感情，激发和培养学习
古诗的兴趣。

三、重点、难点：

读懂诗句，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四、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挂图，课外古诗。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理解诗句，体会诗中的真情实感。

2、感受诗人热爱秋天、热爱家乡的情感。

一、以旧引新，激趣导入

3、学生自由背诵自己学过的或课外读过的古诗。

4、板书课题，理解课题中的“书”是什么意思。

二、指导看图，感知图意

出示挂图，观察挂图，说说所看到的情景。

三、自主学习，初步感知

5、自由朗读

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流利、杜正确这首古诗。

6、同桌互读互查。

7、出示生字卡片检查学生认读生字的情况，有重点的指导识
记。

8、指名朗读。先指导读准字音，再读准节奏。让学生体会古
诗朗读的特点。]

9、借助字典和注释，理解诗中词语的意思，圈出不理解的问
题。



10、小组一起学习，交流讨论，尝试解决不理解的问题。

四、再读感悟，理解诗意

1、老师范读古诗，要求学生边听边仔细看图、思考：

画面中的景象表现了那几句诗的意思。

2、学生讨论，对上面的问题发表见解。

3、质疑：还有什么问题或那些词语不理解？老师重点点拨理解
“动客情”的意思。（一是动思乡之情，而是钩起对童年往
事的回忆）

4、有感情的朗读。

五、趣味活动

1、我说你读。方法：

（1）老师描述诗句的内容，学生读出对应的诗句。

（2）老师点挂图的景物，学生读出对应的诗句。

2、字条连诗。方法

老师出示某句诗的字条，学生接续后面一句诗（多连几次，
让学生基本会背）

夏天的诗句篇五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3个生字，理解诗句中的词语，说说古诗的大概
意思。

3、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
受诗歌的语言美和内蕴美。

教学重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生动形象，体会诗人的感情。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导入：这节课，我们来读《古诗两首》中的《所见》。

二、简介作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作者，袁枚，清代诗人，
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人。注意不要把“枚”和“牧”混淆。

三、初读：

1、请大家自由地读一读《所见》这首诗，自己解决生字问题。

2、检查生字自学情况。

a、自己拼读；

b、指名领读；

c、生字描红；

d、交流书写注意点；

e、组词理解生字。



3、齐读古诗，读出诗的节奏。

四、品读古诗：

1、想象每一句诗所描绘的情景。

师：请大家自由地读一读这首诗，边读边想象，你能想象到
哪些画面呢？

学生自由地读了一遍，然后停了下来。

师：多读几遍才能想象得更丰富更具体。

学生又读了几遍，然后渐渐停了下来。

师：谁来读读第一句？

学生举手，指名一学生读“牧童骑黄牛”。

师：读了这一句，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牧童骑着一头黄牛在向我们走来。

师：能说一说是一个怎样的牧童吗？

生：这个牧童十岁左右，他戴着草帽，光着脚丫。

师：能说说是一头怎样的黄牛吗？生：是一头高大健壮的黄
牛，它的肚子吃得饱饱的，全身的毛很光洁。

生：黄牛边走边甩尾巴，脚步声是哧通哧通的。

师：能把刚才想象到的内容连在一起来说一说吗？大家可以
先自由地练习一下。



学生练习后，有人举手，指名学生具体地描述第一句所表现
的情景。

师：接下来谁来读读第二句？

学生举手，指名一学生读“歌声振林樾”。

师：知道“林”的意思吗？

生：是树林。

师：知道“樾”的意思吗？

生：指林中成阴的地方。

生：这是一片茂密的小树林，这里有挺拔的杨树，有婀娜的
柳树，有像绿色宝塔一样的水杉，有正挂着一串串白花的槐
树，还有些我们说不出名字的树。

师：让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小树林，感受一下，阳光怎么样？
风又怎么样呢？生：这些树长在一起，枝繁叶茂。挡住了阳
光，走在里面有凉快的感觉。当风儿吹过的时候，树叶轻轻
摆动。

生：振。

师：我们一般在什么心情下唱歌？

生：高兴，愉快。

师：猜测一下，牧童因为什么而感到高兴呢？

生：他把大黄牛照顾得很好，大黄牛听他的话，所以他很高
兴。



生：他在放牛的时候看到美好的景色，所以感到高兴。

生：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好了，回家后可以玩了，所以他感到
高兴。

生：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师：“意欲”是什么意思？“鸣蝉”又是什么意思？

生：“意欲”是想要的意思。“鸣蝉”是正在鸣叫的蝉儿。

生：蝉儿在树上不知疲倦地“知了知了”地唱着歌。

生：他从牛背上下来，把嘴巴闭得紧紧的，站到树下，等待
机会。

师：你们猜，牧童能捉到蝉吗？

生：我猜牧童是个捉蝉的高手，他一定会捉到那只蝉的。

生：我觉得也有可能黄牛会发出叫声，惊动蝉，所以牧童不
一定能捉到蝉。

生：……

师：牧童停止唱歌，或者大家想象黄牛发出叫声究竟对蝉有
没有影响呢？请大家课后阅读《昆虫记》的相关内容，你会
找到正确答案。

学生背诵这首诗。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假如你就是诗人，你当时
是怎样的心情？为什么？请读出你的愉快与喜爱之情。

3、指名诵读并点评。



五、作业：

课后请大家把《所见》一诗所描绘的情景写下来。

【教后记】

《所见》是一首浅显易懂的古诗，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
动的牧童行歌捕蝉图。画面动静结合，活泼有趣。作者在对
乡村自然的描摹过程中，抒发了自己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喜爱
之情。根据课程标准中第三学段学生学古诗的要求，我把教
学的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想象这一方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学生能在老师的提示下，先进行简单的想象，然后对所想象
的内容逐步进行扩展，使所想象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学生
也在想象中不知不觉地进入诗的意境。当学生天马行空的思
绪纠缠于牛是否会发出叫声及是否会影响捕蝉的效果时，我
想到了开学初布置大家读《昆虫记》的事，于是立即用《昆
虫记》结束了学生的争论。由于课上的想象主要是围绕一句
句诗进行的，为了给学生一个完整的印象，所以将作业设计
为改写《所见》。匆忙与浮于表面是这节课最大的不足。顾
校长听了我的这一节课，肯定了我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效果，
同时也向我指出：留给学生想象的时间一定要充分；在可能
的情况下，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更深一层地去理解古诗。我想，
不光是古诗教学如此，其他课文的教学也应该考虑这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