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 四年级古诗三首
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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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科普知识短文，主要讲科学家通过反复
试验，揭开了蝙蝠能在夜间飞行的原因，并从中受到启发，
给飞机装上雷达，解决了飞机在夜间安全飞行的问题。反思
我的教学过程，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的方式是影响学习方法掌握的重要外部因
素，教师在教学过种中，应有较强的指导学习方法的意识，
有坚实的语文知识基础，能凭借学习内容，把指导学生学习
语文内容与如何学习统一在同一过程中，寓学法于教学之中，
久而久之，学生领悟各种学习方法。

二、注重自主学习，强化合作探究

这一课的教学要点是让学生弄清蝙蝠的嘴和耳朵的作用，初
步了解蝙蝠探路的方法，以及飞机夜间飞行与蝙蝠探路之间
的关系。这既是这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因此，我抓住本
课课后的主线问题“科学家是怎样从蝙蝠身上得到启示，发
明雷达的？”学生都知道是通过试验。在学习科学家是怎样
做试验的这一环节时，我所运用的是填表法，以小组合作方
式，自主学习。在汇报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的语言训练，
尤其是那几个动词：“蒙”、“塞”、“封”，体会用词的



巧妙，不应该是机械的重复，培养学生有思维的想问题，表
达自己的想法。

三、抓住训练点，注重人文教育

对于这种科普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以抓住某一细节对学
生进行人文教育。这一课我主要抓住了“反复”一词，对学
生进行人文熏陶。科学家通过三次试验证明：蝙蝠夜里飞行，
靠的不是眼睛，它是用嘴和耳朵配合起来探路的。那是不是
科学家马上就发明了雷达了呢？学生马上就找到了不是，是
通过“反复”和“终于”两个词看出来的。“反复”就
是——很多次。也就是说做了很多次试验，可见每一项科研
成果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都会经历很的困难和挫折，可
能是一代人，也可能是几代人才完成的。但这些都没有难倒
科学家们，他们“终于揭开了蝙蝠能在夜里飞行的秘
密。”“那么你从‘反复’一词懂得了什么？”“要想取得
一定的成功，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勇于克服困难的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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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二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教学《四时田园杂兴》时，首先让学生了解诗题及作者，
然后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品读、感悟。在熟读诗歌的基础
上，梳理诗中的重点词句，抓住诗中的字眼，理解整首诗的
诗意。通过自学、小组交流、全班反馈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
象诗歌的意境，体悟作者表达的情感。最后又为学生补充了
《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其他诗句，让学生自己分析、感悟。

在教学《稚子弄冰》时，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细细品味，
鼓励学生抓住相应的字眼，品味到了古诗所传达的意境。

在《村晚》这首诗的教学中，改变了古诗教学一味讲解、生
硬体会诗意的传统教法，从插图激趣、读中自悟、延伸阅读
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力求让学生从画中体验古诗的意境，在
个性化朗读中感悟诗意和情感，很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不仅学得轻松，而且学得快乐，
体现了让学生“乐学”的教学新理念。

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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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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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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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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