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模板9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记录心得体
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一

2013年3月27日，临沂市河东区小学语文优质课比赛在滨河实
验小学隆重举行，有幸到现场观摩了四节各具特色的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而今想起，回味悠长，点点体会如潮水般袭
心而来。

古诗词教学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个不易攻破的难点，因
为它太有语文味，太有人文气息，再加上历史久远，古韵深
厚，教学时很难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要
求。而越是难题就越有吸引力，所以，古诗词教学在整个语
文阶段就别富文化魅力。结合2011年新课标中对古诗词的要
求，纵观四堂风格迥异的古诗教学，收获多多：

一、以读会诗，重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

这四堂课都重视了古诗词的朗读，并采用了齐读、范读、唱
读、师生合作读等多种朗读方式，大声读出韵律，小声品出
诗情，极大调动了学生的热忱，点燃了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
引导学生直接与古诗文本进行深入对话。声情并茂的朗读仿
佛把学生带回了作者的时代，一起体验翁卷在《乡村四月》
的充实和忙碌，感受他对劳动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赞美；一起
采撷张志和在《渔歌子》中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二、驰骋想象，引领学生翱翔于古诗天地



当想象大门被打开，学生就有了飞翔的翅膀，既能飞入文本
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又能飞出文本，说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和
感受。就像在《渔歌子》中想象张志和究竟在钓什么，在钓
怎样的美景，又在钓怎样的心情？还有《乡村四月》中，想
象除了养蚕和插田之外，还可能在忙什么？这一系列的想象
带给了学生欢乐的体验，课堂上飞扬的神采和迸发的热情以
及踊跃的回答，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想象的魅力，更让我们体
会到了诗词的韵味。

三、营造意境，让诗意在音乐和画面中流淌

以陈老师执教的《渔歌子》为例，别具匠心的教学设计，精
美的课件，诗意的解读，再配以或空灵或优美的音乐，营造
出浓郁的古诗词氛围。同时充分挖掘古诗词特有的韵律美，
又读又唱，读出了声，唱出了情，画出了美，让学生这一学
习主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得到情感启迪，自然
而然的就愿意积累课外的古诗词。

四、语言运用，文字迁移，提升语文素养

四位执教教师都贯彻了2011新课标的要求，在品诗诵美的同
时，着眼与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找准了语言的训练点。
如在《乡村四月》中以“才了蚕桑又插田”为例，结合当时
乡村忙碌的情景，让学生补充“才了______又_____”这一句
式，既注重了对诗歌内容的掌握，又让学生当了一回小诗人，
重视了语言的迁移和运用。

文的人生才会更加绚烂，更加充实。行走在语文的殿堂，愿
掬一捧古韵清泉，浸润灵魂，滋润生命，雨润学生。

太平中心小学王伟乐2013年4月7日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二

初中青年诗歌教师听课活动已经圆满结束，这次活动为我们
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作为
一名诗歌教师，我深受启发，每一节课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
习借鉴的东西，真可谓受益匪浅，下面就谈谈我在诗歌方面
的一点听课感受：

在听课中，我发现优秀的教师都有几个共同特点：

2、善于利用多种手段辅助教学，使孩子接触到的知识更立体，
更直观，更生动;

3、教态亲切，表情丰富，在课堂上能轻松，活泼，潇洒地进
行授课，富有艺术性;

4、有扎实的诗歌基础知识作为后盾，词汇丰富，课堂充实。

这是新课标的重要特点，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通过听课我
发现教师的教学理念都发生了转变，都树立了“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理念。把整个课堂还给了学生，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注重主体参与，教学中互动模式多样，多采用小组竞
赛的模式或创造一个语境，让学生展开联想，激起了学生们
对诗歌学习的兴趣，营造了宽松，民主，和谐的教与学的氛
围，让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在这次听课中我发现课前老师和学生互动的较好的，课堂都
比较成功，老师们大多数从自身的生活着手活跃课堂气氛，
得学生们的喜欢。

我认为大多数的老师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课程开始后，
从单词的讲解，到听力练习，再到对话讨论，一环扣一环可
以说衔接得非常自然，学生们都能很好的理解，并且在每一
环节和环节之间的过渡中都在反复应用本节课的语法重点，



很多老师还打破常规，大胆创新，改变课本原有的思路，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听课，我开阔了眼界，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了紧迫感，
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同时我对自己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去思
考，怎样让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怎样让学生喜欢上课?怎样培
养学生的能力?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定能拉近距离，
不断进步。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三

11月14日，来自各地的小学语文老师汇聚到了浙江温州，享
受一场小学语文教育的饕餮盛宴。而我也有幸得到这个宝贵
的学习机会，带着一颗虔诚求教的心，赶赴这次盛会。

经过两天半的学习，当真是不虚此行，收获也是满满。学习
的时间虽短，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和精彩，在这两天半中，有
特级教师王崧舟、薛法根、张祖庆等人的语文观摩课，有特
级教师孙双金带来的古诗赏鉴课，有特级教师赵志祥、知名
老师李丽带来的经典吟诵韵律课。两天半的学习中，赵志祥
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说，但凡还有一点良心的
语文老师，就不该再那么教孩子读古诗，该让孩子学会吟诵。

我以为吟诵的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
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
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
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
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想要真正重振中国吟
诵之传统，最好的方法就是付诸实践，也就是从童幼年开始
就以吟唱的方式诱导孩子们养成吟诵的爱好和习惯。因为童
幼年时的记忆力好，而且直感力强。也许有人以为学习古诗
文是要通过讲解说明，使孩子们理解了古诗文的内容意义，
然后才能教他们吟诵的。可是幼小的孩子们怎么能完全理解
古代那些作家们的思想和感情呢？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是不必



要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不需要理解就能学习。著名的诺贝
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一篇题为《谈谈我的读书经验》
的访谈录中，就曾提出一种不必先求理解的所谓“渗透性”
的学习法。

根据文体不同，吟诵的方法、规则以及调子都有不同。从大
的角度来说，文体可以分为诗和文两类。

近体诗主要通过声律来构成音乐上的美。现在诗词专家发明
了一些吟诵符号，能标注平仄的长短、高低，以横代表平，
竖代表仄。平仄都有长短之分，第一、第三、第五字的平声
是短音，用短横表示；第二、第四、第六字的平声较长，用
中横表示；韵脚处的平声最长，用长横表示。仄声中上、去
声比入声要长，以竖线表示，在吟诵的时候，竖线时长大致
相当于短平的时长。入声最短，以“！”表示，因为入声属
于仄声，所以“！”上部的竖线表示仄声，入声又比较重而
重，所以“！”下部的点号可以表示重读和短读。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四

12月12日上午，第一协作区的全体六年级语文教师参加了我
校组织的“同课异构”议课活动。那一节节精彩的课堂教学，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受益匪浅，授课教师先进的教
育理念，崭新的教法、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风趣幽默的教
学风格，令人赞叹之余，更多是深深地思考，从中让我深深
地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感，也对语文教学有了更新的
认识。下面我就谈谈我的收获：

课堂教学的导入部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引人入胜的导
入，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次听课，几位老师的导入都各
具特色。如两位老师不约而同的使用了《高山流水》古筝曲，
利用音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



听完几位老师的说课后，我认识到他们在课前做了精心的准
备，比如搜集大量的资料，制作精美的课件，阅读有关的知
识、课堂问题预设，课后的拓展。对教材的把握有其独到之
处能抓住题眼，一步一步地的深入文本。抓住“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这句话，反复朗读，通过朗读，来体会俞伯牙和
钟子期之间的深厚情谊。

教学中，通过教师配乐朗读把学生带入优美的文言文中，去
感受伯牙乐曲的高妙和文言文特有的韵律美。在舒缓的音乐
中，学生朗读课文，想象伯牙技艺的高超。通过听觉、感觉、
视觉的贯通，学生感受到了文言文特有的韵律美。此时，教
师又把学生引入到文章中，找出四个“善”。在理解了伯牙
和子期之间深厚的情谊后，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子期
不在了，伯牙会怎样？在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再要求学生
读课题，根据学生的读把句号换成了感叹号。

在学习课文时，几位老师紧扣“善”这个字，引导学生想象，
在此基础上出示画面，让学生在欣赏画面的同时入情入境。
在品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更是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让学
生在读中想象，在想象中品读，在品读中悟情。教师引导学
生用心感受、用心触摸，透过文字背后，仿佛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以及之后的角色体验，深入读书，
都在尽力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想象场面情境。此时，学生看
到的就不仅仅只是黑体方块字，更是有声有色、有情有味的
画面、情境了。

几位老师评价学生的语言是那么到位，如有的老师用了“你
真棒！”、“你会更努力的！”、等来鼓励学生，这些朴实
的语言，对我感触很深，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我会让我的学
生也会感受到这些美丽的评价语言。

所有的授课老师，有先进的教学理念，紧跟时代步伐，真正
体现语文教学“以人为本”，听、说、读、写训练在潜移默
化中渗透，学生学得轻松，教师教得愉快。



通过参加此次的活动，我对语文教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深
深地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感，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努
力吃透教材，吃透学生，不断学习，博采众长，充分利用机
会学习，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努力成为一名学生爱戴、家长
放心、领导满意的教师。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五

2015年4月9日，我有幸到菏泽市实验小学观摩了三节各具特
色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而今想起，回味悠长，点点体会
如潮水般袭心而来。

古诗词教学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个不易攻破的难点，因
为它太有语文味，太有人文气息，再加上历史久远，古韵深
厚，教学时很难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要
求。而越是难题就越有吸引力，所以，古诗词教学在整个语
文阶段就别富文化魅力。结合2011年新课标中对古诗词的要
求，纵观四堂风格迥异的古诗教学，收获多多：

一、以读会诗，重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

这三堂课都重视了古诗词的朗读，并采用了齐读、范读、唱
读、师生合作读等多种朗读方式，大声读出韵律，小声品出
诗情，极大调动了学生的热忱，点燃了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
引导学生直接与古诗文本进行深入对话。声情并茂的朗读仿
佛把学生带回了作者的时代，一起欣赏庐山的瀑布，感受绵
绵的春雨，体验楚河的辛苦。

当想象大门被打开，学生就有了飞翔的翅膀，既能飞入文本
去体会作者的思想，又能飞出文本，说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和
感受。这一系列的想象带给了学生欢乐的体验，课堂上飞扬
的神采和迸发的热情以及踊跃的回答，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想
象的魅力，更让我们体会到了诗词的韵味。



二、营造意境，让诗意在音乐和画面中流淌

以陈老师执教的《瀑布》为例，别具匠心的教学设计，精美
的课件，诗意的解读，再配以或空灵或优美的音乐，营造出
浓郁的古诗词氛围。同时充分挖掘古诗词特有的韵律美，又
读又唱，读出了声，唱出了情，画出了美，让学生这一学习
主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得到情感启迪，自然而
然的就愿意积累课外的古诗词。

三、语言运用，文字迁移，提升语文素养

三位执教教师都贯彻了2011新课标的要求，在品诗诵美的同
时，着眼与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找准了语言的训练点。
如在《锄禾》的教学中，引导学生看图说话：——（时
间）——（谁）——（干什么），——干得——，我想
到——。既注重了对诗歌内容的掌握，重视了语言的迁移和
运用。

总之，古诗词教学让我触摸到了语文的温度，语文教学不正
是一首流动的诗吗？惟其执着，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惟其思考，才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惟其无私，才能体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的伟大。他们的优秀更让我反思自己的不足，
长路漫漫，不曾止步，向上，依然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姿态；
学习，仍旧是我们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惟其如此，语文的人
生才会更加绚烂，更加充实。行走在语文的殿堂，愿掬一捧
古韵清泉，浸润灵魂，滋润生命，雨润学生。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六

每一位授课老师以配乐、吟唱、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华古诗文诵读成果汇报演出，这几堂课
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震。唐宋、明清的历史脉络，尽显古
今诗文的博大精深、醇厚芳香，散发出浓郁的书香气息，荡



气回肠，令全体老师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总而言之，从这
样一堂集古典与现代、文学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课堂中传递
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和不朽魅力，并足见各位老师的功底之
深厚!

这次活动有省内特级教师设计全新的观摩课，各位老师虽然
授课的风格、运用的教学艺术各有特色，但每位老师都展示
出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
将我们带到经典诗文教学的神圣殿堂，让我们回味无穷。每
一场报告都呈现出老师们精湛独到的教学艺术，一个个教学
案例让我们感到真情荡漾，自然流畅，活泼生动，受益匪浅。
其中让我深感眼前一亮、受益匪浅的是黄吉鸿老师上午讲座，
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熟悉让我们深深折服。

整场报告中他旁征博引，妙语如珠，他对古诗词文本独到的
理解与深刻的解读，是我在过去的教学中所不曾用心关注过
的，这一点让我们望尘莫及，带给大家的震憾是无穷的。张
英老师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让听课的人如同走进了
一个诗意的天地，整堂课中，张老师始终是如此的沉稳，一
字一句，细细推敲，优美的视频，生动并带有回味的声音将
学生们慢慢地带入诗境中，学生也在学习过程中领略到了古
诗文的经典魅 力，同时用朗读、吟诵、想象、小练笔等教学
手段更是将诗文教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四个部分有机组合
互为支撑，融为一体，看似简单，却把孩子们学习古诗的积
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形式多样、充满情趣的反复
诵读与想象中，既弄懂诗句意思，又充分感受到诗的意境，
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

看到各位名师的风采，使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的心
中对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和认识，多了一层
深刻的理解。再反思自己的工作，还缺乏更多的思考与钻研，
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因此要想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就
必须要注重充分挖掘文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脚踏实地，
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也只有这样，我们方能点燃和引发教



学的火花，不断提高教学的境界，谱写美丽的教育人生。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七

作为语文老师，要想在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应
知道课堂教学要注意的关键是什么，现将本人在教学中的几
点体会总结如下：

导语应力求做到以少胜多，言简意赅 ，用一段简明的导语，
抓住课文内涵的要点实质和学习材料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概
括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轻松掌握有关知识。

充满色彩的生动的导语，能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能感染
学生，调动学生去领略课文的风采，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知识，人格和威信是
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很大的震憾作用，是影响学生情感、
制约课堂气氛的关键要素。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
学生要“严”不能放任自流。当然，“严”也不能严得过度，
以免给学生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有“激情”，教师每上一堂课前应以
满腔热情的积极状态，将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使学生的心
随着教师的情感而奔腾澎湃。只要我们从内心深处去热爱学
生，关心学生和爱护学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让学生从
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良好的课堂气氛自会形成，
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八

根据课文的不同情况，我把范读分为以下几种：

叙事性课文有时放在解题后范读，以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有
时讲完课文后进行总结性范读，给学生完整的印象，使其融



会贯通。

有些课文重点段的语调较难处理，有的是衬托人物内心活动
的地方，学生对语速不好掌握，教师应对就选择这样的段落
进行范读。

对于关键性的语句，声音重轻强弱难以处理的语句要范读。

语文课应着重教给学生吸取知识的方法，吸取精华部分，扩
大自已的知识视野，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现在的小学语文
教材的内容，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也有自然科学知识，有助
于学生认识生活、社会和历史，学生通过阅读吸取和掌握知
识的同时还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

2.朗读能使学生更深刻感受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小学生
年龄虽小，但也已有了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对课文
的感情朗读，可使自身思想与教材内容产生共鸣，使学生
能“走”进教材，设身处地的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是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从各方面表现了人
类的创造精神和审美过程。因而，教师要根据文学的审美特
性，通过语言文字反复朗读，将文学作品中具体生动的形象
渗入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在一种沁人肺腑的情感陶冶中受到
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

如果只是一味地齐读，个别读，则会显得十分单一，乏味，
势必影响学生的朗读兴趣和热情。采取多种形式的朗读可以
引起学生朗读的兴趣与热情。如领读、个别读、分角色读、
轻声读、评读、快速读、竞赛读、配乐朗读等。下面简单介
绍一下评读、竞赛读和配乐读。

评读可以是自评或他人评，可以是老师评学生，也可以是学
生评老师。既评朗读的感情，又评朗读技巧，长期坚持这样
训练，就会找到朗读的感觉，逐步形成良好的朗读意识，对



于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学生的好胜心较强，采用竞赛朗读，不但可激发他们的阅读
兴趣和热情，还可以激发他们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

例如教《草原》一课，为了使学生深入体会中心，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老师让学生听配乐朗读，在优美的音乐中，在脑
海重现课文中叙述的优美意境，使学生沉醉于祖国江山分外
妖娆的美感之中。

在教学中，教师由于受统考升学率的影响，往往会重写轻读，
狠抓字、词、句、篇的落实，把朗读基本功的训练挤掉了，
结果造成学生朗读能力低的现象。我在教学中，坚持把“朗
读”放在教学的一定高度，并加强朗读训练，学生听说读写
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加强朗读教学和朗读训练决不是绊
脚石，而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金钥匙。

学生听朗读包括教师的范读、放录音带、组织学生认真听读，
要有明确的要求，听什么内容，教师要告诉学生集中注意力，
提高听读的效率。

教师可以从吐字发音、理解内容和技巧等方面给予指导。朗
读时吐字发音，要尽量做到正确、清楚、规范。理解内容的
指导，教师首先要了解课文的写作背景、作者意图、人物性
格等，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朗读。技巧的指导也很重要，主
要是对声音、停顿、快慢、语气、语调等的指导。

教师制定学期的语文教学计划时，要辅之朗读计划。全书中
那些是重点指导朗读训练的文章?这些文章各具有什么特色?
哪些是全文指导?哪些是片段指导?都要事先安排好。在朗读
基本功的训练方面，本期要达到什么要求等，都要明确提出
来。只有朗读计划周密，教学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课内阅读要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加强阅读指导，让学生博采



众家之长。首先要激发兴趣，使学生有阅读的欲望，想阅读。
二要创造条件，让学生有书可读，有好书可读，随时能读到
好书。三要教给方法，如浏览法、摘抄法、剪报法、批注法
等等，促使学生养成动笔墨、动工具书、动脑子的良好习惯。
同时，再定期举行一些诗歌、散文朗读比赛或朗诵会，丰富
学生的课外阅读形式。

总之，语文学科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坚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
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长此下
去，学生的读书能力以至说话能力、写作能力都会有很大提
高，必能实现“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
改”的这一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

语文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九

古诗词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之一。它们大都具有语言优美精
炼、想象丰富新奇、韵律朗朗上口、情感动人心魄、哲理深
刻入微的特点。在语文教材中小学、初中都会渗透到，而且
每一个学期都会有。可想而知，古诗词教学的重要。

我认为，在学习古诗词中，要欣赏诗词的意境才能得到精华。
而意境具有形象性，在诗歌的意境中，形象是基础。所以我
们要创设各种各样的情境，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才能
有所感悟，有所意会。这也是我在这次学习后的一点体会。

怎样更好地组织教学，让孩子们领略古诗词的美首先要让孩
子们反复吟诵，感受语言美。古诗的语言精确、凝炼。每首
古诗的字数有限，因而诗人十分讲究用词的精当确切、凝炼
含蓄，有时一字一词，包含极丰富的内容。

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读出古诗的形，
读出古读的神，读出古诗的味。用z老师的话讲就是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地诵读，就是因声解义，因声传情，因声求气的诵



读，就是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的诵读，就
是眼与口谋，口与耳谋，耳与心谋，心与神谋的诵读。从这
个意义上讲，古诗的美有50%是吟诵出来的，是朗读出来的。

其次，深入理解，体验情趣美。古诗经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例如《村居》一诗教师通过散文诗似的语言感受到春天，又
能让学生从教师如诗的语言中得到熏陶。孩子们的生活经历
是再学习最大的资源库，教学中启发孩子巧妙联系自己的生
活记忆，孩子们从教师、学生的描述中唤醒对春天的记忆。
利用以往春天的趣事放风筝为依托，奠定起春天真美的情感
基础，顺理成章地进入春天这个美好的情境中，在学习古诗
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从而感悟到诗中的乐趣，情趣。

最后，拓展延伸，领悟意趣美。文教学得法于课内，延伸于
课外。古诗教学的目的不只是为理解古诗的意思，体会情感，
更是让学生体会到祖国语言文字的韵律美，意境美，感受到
古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支瑰宝，培养学生学习古诗的兴
趣，激发学生积极主动诵读古诗的兴趣。这次的五堂课，每
一位老师都很好地进行了拓展延伸，充分利用课本以外的教
育资源，突破教学内容的单一性。

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让我对古诗词吟诵有了全新的认识。
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留心做一个有心人，我的古诗词教学
之路会越走越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