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 语文杜甫诗三
首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一

在课的结尾，我通过引用名人在登上长城之后发出的感慨: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出这样一座
伟大的长城。

以色列前总统:设计者太伟大了，长城不愧为世界奇迹。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在其它地
方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杰作!”

面对这万里长城你最想说什么?让学生进行小练笔。学生写得
还是比较精彩的。

语文课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的训练，但在课堂中总感
觉语言点有了，如何有层次的训练，让学生的语言与情感在
一次次地提升中达到高潮，让教材在解构中在不断的重组与
建构。如在学习“单看这数不清的条石，一块有两三千斤重，
那时候没有火车、汽车，没有起重机，就靠着无数的肩膀无
数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我抓住了“单看、
数不清、两三千斤重、没有……没有……、无数……无
数……、一步一步地 ”等词让学生感受长城建筑的不容易和
劳动人民付出的无数血汗。虽然学生的情感有了，但总感觉
读和悟没有深入，没有层次性，感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



学生情感的高潮没有迸发。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二

《古诗三首》是人教版小语教材第六册第一单元的三首古诗
词，《绝句》这首诗意境明丽悠远，格调清新。全诗对仗工
整，但又自然流畅，毫不雕琢；描摹景物清丽工致，浑然无
迹，是杜集中别具风神的篇章。

我抓住了杜甫“诗中有画”的特点展开想象，感受春色之美。
我首先让学生结合插图，自读古诗，了解诗中写了哪些景物，
然后再结合图片，小组交流领悟作者描绘了衣服怎样的画面。
抓住杜甫诗中“一动一静”的描写读出春的生机与和谐。适
当拓展赏析，一方面增加学 生背诵方面的积累，另一方面蓄
积对春天的美好感受。不足之处我缺乏教学激情，致使整个
课堂死气沉沉，学生参与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

《惠崇春江晚景》这首诗意境幽远，它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记
忆里，久久不能忘怀。全诗用白描手法简洁的写出了最富有
特征的景物，使人如沐浴春风，如临其境。因此我从感性知
识入手，通过读，以读解义、以读悟情。结合注释理解
了“三两枝”、“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的
意思。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入手，巧妙点拨，横向迁移，最终
化解难点。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体会了诗的情感，进
入了诗的意境。在课堂上，学生们各抒己见，出现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

在《三衢道中》的教学中，我让学生以诗人的身份想象“山
中景象”，做一回曾几吟诵这首诗，以其他景物为内容创造
性的改写最后两句诗，丰富的教学情境最大限度的地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动机。想象“山中景象”为学生进行创造性想象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那一串串生动美妙的词汇，那一个个有
趣却不无依据的猜想，把学生带入了诗中情境，自然而然地



体会到诗中的情感。领略到诗文中“空白”的艺术魅力，深
层次的诱发了学生的审美体验。创造性的改写最两句诗，既
是进行仿写古诗文训练，也是对学生前面想象的概括、升华。
有的学生一人改写出几句，发散思维也得到了培养。让学生
表演《三衢道中》的故事情节，使学生对全诗又一次加深理
解。

课堂上学生们兴趣盎然，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能想的想，
能画的画，能说的说，课堂气氛非常活跃。通过这一活动，
每位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得到了充分调动，学
生的想象能力、绘画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同
时让学生把富有诗意的语言摘抄在采蜜本上，目的就是让孩
子有意识的积累，而积累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孩子会运用，会
自如的用在平时的语言交流中，运用到平时的写作中。语文
课堂应做到“美如诗”，教师应善于开启学生主体感受文本
之情怀，能够美如诗，关键在“缘于情”，在善于激发“情
意”的那种功力。课堂是因学生生成而精彩的，这也是我们
教育者一直追寻的境界。

小语教学反思

《古诗三首》教案

人教语教学计划

9.古诗三首（教案）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三

五年级语文下册第9课《古诗三首》，包括《从军行》《秋夜
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首诗。这三
首诗都表达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教学时，我围绕单元主
题爱国与责任，引导学生抓住诗句中的词语，想象诗人的动



作、语言、神态等描写，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会诗人的
内心情感。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
方面：

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如何让学生充分领略这道独特
而又亮丽的风景，使学生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
的熏陶，并积累语言。古诗的教学还要以读为手段。不仅是
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其中的情感，更是要让学生体会到祖国语
言文字的韵律美，意境美，激发学生积极诵读、理解古诗的
兴趣。本节课不仅有大量的指名读、自由读，还有配乐引读、
男女生读、小组读等，在古诗诵读中相机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审美能力。

由于古诗短小精悍，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需要学生去想
象，合理地补充情节，补充画面，丰富诗的内涵。

本课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古诗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以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感
悟，体现自主学习。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感知文本，通过朗读
与想象解读文本，感悟古诗的意境，体会诗人的情感。在教
学中以“情”为突破口，以“读”为依托，根据学生的读诗
感受，由古诗的意象入手，以读悟情，以读入境，加深体验，
培养语感。

通过拓展交流深入挖掘文本，丰富文本，深化古诗内涵，提
升审美情趣。这节课不仅拓展了陆游的《示儿》、杜甫的
《春望》，让学生对比体会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还联系
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对比个人的悲喜与诗人因国家
的悲喜不可同日而语。然后朗读各个时代的爱国诗句，力求
唤起学生的情感，体悟诗人的爱国情。

最后让学生观看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
照片、舍小我顾大局的抗疫英雄的照片、首次登陆我们自己



的空间站的三位航天员照片，引导学生谈感受，激发他们志
存高远，勇担肩上之责。

作业的设计，既围绕单元主题，又有层次性，既让学生保底，
又创设拓展提升的机会，给予学生自主学习不断发展、不断
提升的平台。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四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学习生涯中没有学过这两古诗，而今年
又是第一次教四年级，所以刚开始翻开这一课是觉得有点措
手无策，无从下手：我要教会学生什么内容呢？后来经过反
复品读，查阅资料帮助理解不明白的地方，特别是对“白银
盘里一青螺”这句双重比喻句的理解，告诉我对不懂的地方
不能妄加猜测，而要去细细体味。在教学是我想学生刚学习
时可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诗意难懂。我试着让学生说出
自己的难懂的地方，再一一攻破的方法，事半功倍。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享受审美乐趣。”在本首古诗的教学中学生始终是学习
的'主体，教师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体现在：让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培养了学生的学
习能力；以学定教，边学边质疑，以学生问题为主线组织教
学，引导领悟道理时由看山到看事，由正面到反面，层层深
入，很有层次感。

六年级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边读边看插图和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古诗所描绘
的景物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3、会认“畔、御、侯”等3个字，会写“畔、莺、啼、御、
暮、侯、隔”等7个字。

教学重点：

边读边看插图和注释，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古诗所描绘的
景物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古诗所描绘的景物和作者表达的思想
感情。

教学准备：挂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解题

二、学习《寒食》一诗

1、自读，读准字音

2、指导学习第一句

出示：春城天处不飞花

（1）把诗句划分成词语

春城/天处/不/飞花



（2）想想每个词的意思，不会的怎么办？（查字典、看注释）

（3）把词语连成句子，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3、照样子自学后三句

4、检查出示（斜……御柳……汉宫……）

5、指导朗读

（1）想象一下，春天满城飘柳絮什么样？

6、有感情地朗读。

三、学习《泊船瓜州》

1、回顾上首诗的学习方法。

2、分小组学习

3、汇报交流

4、指导朗读

出示课件：在这样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你独自一人在外漂
泊，心里会怎样想？（回家）带着这样的思乡之情再读。

5、背诵

四、小结

今天我们是怎样学习古诗的？

五、布置作业



背诵《泊船瓜州》、《寒食》。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解释诗句。

2、背诵《寒食》《泊船瓜州》

二、学习《江畔独步寻花》

1、解题

读题目，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2、自读古诗读准字音

3、小组自学

4、交流汇报

（1）检查出示词语

（2）谁来说说这首诗的意思。

三、启发想象，指导朗读

1、读了这首诗，你眼前会浮现出哪些景物？（鲜花、小路、
蝴蝶、娇莺）

2、你能结合诗句想象一下什么样吗？（学生描述）

3、当我们自己融入这花的海洋，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听着
悦耳的鸟鸣，你想说什么？



4、带着对春天的热爱来读。

四、背诵练习

[古诗三首教学案例(s版四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