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 古诗教学反
思(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一

《村居》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的一首古诗，在学习《春晓》
一诗的过程中，我们体验了诗人孟浩然对春天的喜爱、珍惜
之情，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诗人高鼎眼中的田园乡村中的春天。

在课前预习中我已经安排范读，安排学生对生字进行圈画、
注音，这对课堂上对生字的认读打下了基础。在上课时，我
首先进行范读，让学生再次体验对诗句韵律的把握，而后让
学生自读。但在安排自读过程中，学生总是齐读，方法单一，
在今后的教学中这方面要多加训练，让学生明白自读、齐读、
默读等各种读法，以便更好地进行朗读训练。

诗中“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前一句的意思
学生可以理解。而后一句不好理解，这部分我直接进行讲授。
但是整体来理解诗句的意思，学生的体会很泛泛，虽然通过
想象进行启发，学生对春天的美丽有所感受，但不够强烈，
说明平时的情感积累不够，也说明情感升华还不到位。

在生字讲解中，我对会认字和会写字用不同颜色的粉笔进行
了区分，学生能够加深印象；在识字过程中我根据学生的组
词及时增加同音不同字的区分、多音字的积累，这些有助于
学生对生字的掌握。但在生字教学中存在练习不够的问题，
我只是在诗文中让学生认字，而没有单独考察学生对生字的
掌握情况。在会写字的教学中应当让学生多参与，让学生自



己体验字的书写，建立写字的结构观念。

在整首诗文的讲解中，教师主导地位太强，学生的主体地位
体现不够，没有让学生真正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诗文体验中。
而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设置的问题没有贴合学生的生活
实际，这是在今后的课堂上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需要注意
的。

在习惯养成方面，还需要不断强化，在课堂上学生的坐姿、
举手、回答问题等课堂表现有所改善，而写字的正确姿势需
要进一步加强训练。习惯养成不能单单看这一节课的表现，
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强化训练。另外需要关注个别学生在课堂
上走神的现象。

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二

在备课时，我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与学生一同学习这首
诗的：

1.抓关键字词，体会情感。在设计中我抓住诗句中的动态
词“开、出、回、来”，体会作者把景写活，在体会中，我
善于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想像，每一句诗即是一幅画，引导
学生抓好这些关键字词，想像画面读出情感，感悟诗人的喜
爱之情。

2.学习生字时，由于是三年级的学生不用像一二年级那样，
我适当放手让学生从己有的知识想出识记的`办法，注意了低
中年级的对接，而且我还运用了字理识字的方法来辅助学生
识字，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识记和积累。

3.注意语文课“听说读写练”相结合，实现学生的“双基”
训练。在设计中，我将这五要素融入到课堂中。古诗以诵读
为主，我在指导读时，则结合自己参加语文朗读培训班时学
到的古诗朗读技巧来指导，引导学生朗读古诗时，注意“横



看三字尾，竖看起承转合”，教师范读指导，激发学生读古
诗的兴趣。

4.在学习过程中，关注差异，培养团结合作的能力。在课堂
中，问题简单的给后进生回答，难的，同桌互助，如有自学
后两句时，这方面的关注会更突出一些。

在课后，我发现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以下三点把握不
是很好：

1、教学时间的安排不适当，出现前松后紧的情况，在各个环
节的时间分配把握不是很好，这还需不断地改进。

2、在引导学生理解诗句进，方法“增换调补”没有落实到位，
出现学生在回答理解诗句时，还是停在按字解释上，只有几
个尖子生可以用，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难度，还需在今后的教
学中多使用。

3、在指导朗读时，由于时间的分配不妥，所以在“悟情”环
节中，没能更深入地去体会诗人的情感，所以学生在读时，
诗人味没读出来。通过《古诗两首》的教学，力求体现素质
教育的思想。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

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教学《古诗两首》后，让我感受到借助插图是帮助低年
级学生理解古诗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教学《赠刘景文》
一诗时，由于“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两
句学生难以理解诗意，我就想让学生看图，从图中看出描绘
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学生从树叶黄了，树上有成熟的果子，
知道是秋天的景色。还看见有个水池，老师提示句子中
的“荷、菊”分别是指的什么植物？学生明白了“荷”是荷
花，“菊”是菊花。



第一句中的“荷尽”让学生看水池中有荷花吗？为什么？学
生明白了：因为这是秋天，所以没有了。提示：擎雨盖是遮
雨的伞。想想这里是指的什么？聪明的学生想到了这里是指
荷叶。这一句的意思学生就能理解：秋天荷花凋谢了，荷叶
已经不见了，菊花也凋谢枯萎在枝头。（告诉学生这说明已
经是深秋季节了）

在理解《山行》后两句时，我也让学生看图，指出图中哪位
是诗人，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学生回答：“这
里的枫树林很美，他在这里欣赏枫叶。”这里的枫叶有多美
呢？你能告诉老师吗？看看图，再读诗句能明白吗？一个学
生举手回答：“这里的枫叶比二月的鲜花还要红。”你是怎
么知道的？学生说“我看到图上没有花，只有红红的枫叶，
就像鲜花那么红。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我想是说这
枫叶比鲜花还要红吧。”看看，他说得多好！

因此，课文中的插图，千万别忽视，要教会学生善于借助插
图来理解课文内容的习惯。

《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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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篇四

在这个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春天，我带着一份欣喜、一
份期待、一份激动、一份……的心情，走进了美丽的石岩中
心小学，和这里三（4）班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朱熹写的古诗
《春日》。更让我欣喜地是教研室的两位领导和教学处陈主
任，还有庄老师等一起和孩子们走进《春日》。不管教的成
功与否，我的心如春水漾漾。

朱熹的《春日》诗，乃咏春诗中的精品，教学这首古诗，如
果仅仅停留在“解释”上，肯定枯燥乏味、了无生趣。考虑
到诗人踏春赏春时高兴、喜悦、兴奋、激动、舒畅、得意的
心情蕴含在诗中的每一个字中，有许多地方值得细细玩味、
反复品尝，我就想：何不在学生已能读得字正腔圆、有滋有
味的前提下，开启他们思维的火花，让学生先对诗人写诗时
的心情作一番大胆的猜测，然后再细读推敲古诗中的每一个
字词，理解意思，找到猜想的证据，小组交流后，再全班反
馈，并在反馈的过程中，结合感情朗读呢？我还从有关资料
中发现《春日》这首诗，不仅是一首咏春诗（赞美春天的
诗），而且是一首含意深刻的劝学诗于是，我就想，我要让
学生通过这首诗的学习，知道不仅仅是诗人在享受春日的乐
趣，春光无限好！享受读书的乐趣，书中滋味长！我和孩子
们也应该是在享受春日，从诗句中寻找“美丽”的心情，诗
人快乐，我们也快乐！学了这首诗，我们肯定也会有所启发。

基于自己这样的理解和思考，我又在“学习古诗并不枯燥，
学习古诗也能兴趣盎然，学习古诗也能享受快乐”的教学理
念指导下，制定了以下的课时目标：

1、诵读古诗，理解古诗的意思；

2、感受春日的美好景象，感受诗人寻春的愉快心情。

3、激发学生读书求知的乐趣。



小学古诗词教学反思篇五

中国，诗的国度，在我国亿万人民的血脉里奔流着诗的灵感，
诗的激情。从《诗经》到《楚辞》，从陶渊明到“建安七
子”，从唐诗到宋词直至元曲，名家辈出，璀璨夺目。那些
千古传诵的诗词名篇，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瑰
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珍宝和精神财富：歌江山美，吟
边塞情；或纤柔卑弱，或明快清新；有悲凉慷慨，亦缠绵宛
转；有诗仙李白的豁达，更有诗圣杜甫的沉郁……而当今二
十一世纪的孩子们生活在如此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电视、网
络等现代化媒体是他们了解社会、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改
革开放的今天，各国文化的冲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孩子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瑰宝——古诗词却知之甚少，
或仅能吟诵几首，而对于诗中那优美的意境，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和对古诗的喜爱、研究之情却谈不上。长此以往，我们
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岂不要烟消云散了？作为小学语文教
师，我们有责任传承文明，让中华古诗文绽放她的魅力，为
学生的一生奠基。

古诗文绝大多数由文言文向言简意赅、琅琅上口方向转变，
但不能否定，由于时代和学生年龄的局限，有些古诗文对学
生来说，仍是词句晦涩，语法繁杂，哲理深远，即使记住了
每句诗的意思，也是牵强附会，这使得许多学生对古诗
词“望而生畏”，加大了古诗文教学的难度。而我们古诗文
教学的课堂现状并不乐观，一些教师在讲授古诗时，仍然改
不了满堂灌，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写、学生抄的弊病，致
使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学得很烦，这种现状学生、家长、社
会不满意，就连语文老师自己也感觉别扭。我认为小学阶段
的古诗教学可通过这些途径 “创设情境”，以达到“培养兴
趣”的目的：a、讲（把诗意变成故事讲出来）；b、写（改写、
扩写、续写、仿写古诗词，自创小诗词，写读后感）；c、演
（排课本剧把诗意表演出来）；d、画（给诗配画，给画填
诗）；e、唱（自选曲子，吟唱古诗词）。



纵观语文新课程标准，在小学阶段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就有一
百六十多篇。要让学生一味背诵，枯燥且容易忘记，我们不
妨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首先，在班上成立古诗词兴
趣小组，由他们负责每周向学生推荐一首到两首诗词，写在
教室前面醒目的地方，组织大家利用课前课后背诵，日积月
累，学生在无压力的情况下会积累大量古诗词；其次，利用
板报、专栏、标语向同学推荐一些经典诗句，利用班会时间
举办赛诗会、古诗接龙、对诗句等活动，达到润物无声的效
果；另外，教师可以在课余和学生一起从某方面研究：a、古诗
词的文学常识（创作常识、平仄规律，绝句、律诗的特点）b、
研究某一位诗人（如他的生平、写作风格、社会背景、趣事
等）c、研究某一类作品（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写景诗等）
以此把古诗词诵读工程引向深入。

好多古诗词都有曲谱，如果我们将“读”、“唱” 、“舞”
融汇在一起，采用多种形式（齐诵、分角色朗诵、唱伴诵、
舞伴诵等）进行演绎，不但具有视听效果，还会将诗词的意
境及思想感情挖掘再现，使学生铭记不忘，获益无穷。如
《生查子元夕》中欧阳修所抒发的“物是人非，泪湿春衫”
之忧；《虞美人》中李煜作为昔日皇帝，今日阶下囚的惆怅
断肠之愁；《钗头凤》里堂堂男儿陆游的一腔悔怨，其前妻
唐琬的咽泪装欢；《短歌行》中曹操横槊赋诗，纳贤平天下
的雄心壮志；《水调歌头》中苏轼对人之悲欢离合，月之阴
晴圆缺的感慨；《满江红》中岳飞预洗前耻，收复河山的必
胜信念……这一个个动人的场景若被孩子演绎了出来，就等
于刻入他们的骨子，永生难忘。

总之，要做好古诗文启蒙教育，我认为在课内，与日常语文
教材相结合，适时地渗透古诗词；在课外，有效地组织活动，
组建诗词兴趣班；在校园，创设古典的文化氛围，让教师和
学生一道“诗情画意”般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