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级会计业绩报告(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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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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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反思篇一

昨天在学校上了一节录像课《送元二使安西》，自我感觉糟
糕透了，现将失误与不足反思如下：

一、这是一首王维的典型的送别诗，我在教学中希图通过本
诗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初步了解送别诗的特点，对王维“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的作品特点有初步的感受。于是我设计采
用情景教学法和朗读法进行感悟体会。可课堂中却没有讲学
生带入离别情境中，更未能让学生体会到王维与元二之间的.
离愁别绪，因此朗读很不到位，原因主要有：一是学生的生
活与唐代的生活距离远，现在离别了，过几天还会再见面，
或者可以写信，或者可以打电话，甚至可以上网视频聊天，
离别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值得伤感的事情，因此对于两位好
朋友那种依依惜别之情是难以理解的，但我课前没有预设到
这一点，致使学生出现用歌声”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
你回来”的让我始料未及的表达，也有“一路顺风，半路失
踪”的戏言出现。“遇事不得，反求诸己”，与其说是学生
的不够严肃，不如说是自己的备课出现疏漏。如果我能通过
地图让学生直观形象地感受到渭城到安西之间的距离，通过
语言、图片让他们感受到阳关以西满目荒凉的景象，知道古
代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他们一别就会
是三年五载，一别就可能是十年八年，一别就可能是永
远……也许学生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了。没能将学生带入
诗歌情境算是此课最大的不足。



二、课件出现问题也是我自己的原因，“电脑操作不熟真可
怕”，这是我最真切的体会，尽管我在课前做了调整，但不
同的办公软件，不同的版本仍让我措手不及。下定决心，不
怕牺牲，学好电脑，用好电脑，让它成为我的工作、学习好
帮手。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反思篇二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地从指尖溜走，转眼，已经工作一年
半了。从新教师见面课，到汇报课，再到如今的转正课，细
心回味，自己随着公开课的名称的变化，也正在慢慢地变化。

本次公开课，我讲的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是一首
送别诗，要把感情融入诗中，才能使学生在感情渲染的过程
中，感受诗人与朋友依依惜别的情感。经过课平时的认真练
习、课前的充分准备，以及孩子们的积极配合，本次公开课
较之前两次有所提高和进步，由此，我得到了一些心得和体
会。

首先，公开课就是平时课堂的一种呈现。以前误解公开课要
设计得尽量新颖，放音乐，放视频就会是一节成功的课。其
实不然，现在意识到公开课不但要注重整体把握课堂设计，
还要注意关注细节。而细节则是平时的一种积淀。鲍校长说
我这次有进步，语言更加平实亲近学生了，自身内涵得到提
高了，课堂设计也更加贴近学生了，很好。我知道这是一种
鼓励，其实我做的还不够。但是，反思这一年的教学，经过
校长的几次点播，我真的从这些方面注意了，这就是我的收
获。

其次，在教中学并成长。《礼记·学记》中说“教学相长
也”，大学时是在背，而现在是在亲身受教。在工作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这句话被反复地验证。这次公开课，由于客观
原因我没有找人指导，只是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试讲中不断
改进，发现不足，以求更好。是孩子们的反应给了我新的思



路，更好的讲解方法，使得我前行，进步。

但是，通过这次转正课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

首先，在课堂设置方面，没有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的兴趣，导
致到课堂上学生的反应不好，气氛不活跃。

其次，问题设置上，有的问题没有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如
在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的时候，
本来这首诗很短，应该在学生在充分想象离别场面的过程中，
感受诗人与朋友离别的浓厚情感。但是由于课程设置，这节
课只是让学生通过《阳关三叠》的音乐，感受离别的悲伤之
情了，以后应该注意。

再次，知识传授有漏点。这首诗之所以被人们广为传颂是因
为它动人心弦的感人情怀，而这首诗最能传达这种情感的地
方在于“吟”“唱”之间，而不是单单的朗读。但是，本节
课我在介绍诗歌的过程中没有对知识进行适当的延伸，导致
这个知识点被遗漏。

在学习中改进，在改进中不断成长，我享受于其中，同时也
感动于其中。感谢鲍校长的悉心指导，从新教师见面课到转
正课，领导给了我很多直接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感谢我
的学生使我在课上能够更加自如，在教中学到新的知识，收
获经验。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反思篇三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共同感动于高适与董大知己相别的
感人情景，今天，让我们再走进清雨纷纷的渭城，领悟王维
的送别情怀。（板书课题。）



开头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为了后来引导学生感悟两首诗的异同
作了一个铺垫，同时也试图创设一种情景，帮助学生快速的
进入别离的情绪。

二、以读促悟，探究新知。

1、课题入手解题析意：

师：同学们和老师轻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明白了什么？（生
回答。）

2、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师：正如同学们所说，诗的题目已经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信
息，那诗的正文一定更值得我们去挖掘。现在请同学们初读
课文，看看课文主要讲的是什么？（生读文。）

师：好，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对诗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谁能说一说？（生汇报自己的想法。）

师：同学们概括领悟能力之强令老师折服，现在请同学们想
想朋友送别时心情会如何呢？谁愿意把这种依依惜别之情读
出来？（学生读文，并互相进行点评。并齐读。）

3、品词析句深入探究：

师：同学们读的非常有感染力，如果我们想真正读出诗人的
情怀，那只有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了解诗文的具体意思，
现在请同学们由字到句再到篇的分析一下诗文意思。（学生
自学后有不懂的地方进行小组讨论，进行汇报。）

4、以情感人挖掘精髓：

师：有了理论支撑，相信同学们的'朗读一定更声情并茂，谁
愿意读一下？喜欢读的同学可以站起来读。（生自愿读文。）



师：再读诗文，你对诗或者是诗人与元二之间的情谊有什么
更深的感悟么？（生按照自己的体会回答。）

此环节有太多令自己感动的地方，比如在设计上作到了从题
目入手，带着目的去读，每一次读都有一定的任务，使学生
从课的开始便保持着一种阅读期待，直到课程的结束。尤其
是在分析诗句意思的环节，更是能够让学生从字到句，由句
及篇的进行分析。除了在设计上自认经高老师指导后有了一
定的进步外，在学生的表现中我更是体会到了什么是惊喜：
首先学生能够认真的倾听别人的谈话内容了，并且能够针对
其发言内容补充谈的不够具体全面的地方，尤其是有的同学
还能够根据他人的发言激发自己的全新体验，听来让人耳目
一新，像杨爽同学对“渭城朝雨悒轻尘”一句独特的理解，
充满了儿童的天真，又充满那种儿童对友谊的珍重。

当然，在本环节中也有着有待加强的地方，比如小组合作学
习的过程中，应变换一下小组发言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感
受成功的机会。

三、对比探究，拓展研读。

师：同学们，你有过和亲人、朋友离别的经历么？当时是怎
样的情景啊？（学生回答。）

学生分析两首诗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并试着通过朗读来
表现不同。

这一环节的处理正如胜利小学冯老师所说，如果能够找两名
同学分别诠释不同的诗，区分的效果会更好。

师：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下多少绚烂的文化，古诗作为一种文
化的传承万古流传，单是送别这一种主题，就留下多少名篇
佳句啊，你知道哪些送别诗愿意和同学们分享？有兴趣的同
学可以谈谈自己的感悟，或者学以至用也用送别诗中的佳句



送予离别的亲朋表达自己的感情。

学生背诵自己积累的送别诗，更可以谈谈自己的感悟。

四、总结升华，情为心声。

以情为结，让学生明白只要心中有情，一切都会很美好。

送元二使安西教学反思篇四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古诗改编

清晨，渭城下了一场小雨。雨丝儿在空中飘啊飘，好像一根
根牛毛，笼罩着整个大地，十分迷蒙，犹如人间仙境。

旅店旁的棵棵柳树是那么柔软，被雨水冲洗得更加翠色欲滴。
地上的花儿密密麻麻，都十分艳丽。迎春花欣然怒放，粉红
色的桃花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躲在绿叶丛中，露出一点儿
涂了胭脂的小脸蛋。绿油油的小草从泥土中探出了它那尖尖
的头。小燕子带着剪刀似的尾巴从南方飞回来了，它是那么
活泼可爱。

“王兄，请喝尽这杯醇香的美酒吧！”元二端着这杯酒对王
维说。

王维说：“好，仁兄，请你也喝尽这杯酒。”



元二喝下了这杯酒。

这是，旅店外的马中蹄声响起了。

王维含着泪水对元二依依不舍地说：“再喝一杯吧，仁兄，
等你西行出了阳关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交情深厚的老友了。”

元二说：“没办法，谁让这是皇帝的命令呢？再见了。”

王维说：“再见了，仁兄，一路保重啊！”

他们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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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元二使安西教学反思篇五

俗话说：“不学诗，无以言。”没有诗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
生。在我们这个忽略古文化传播的时代，古诗正随着一些时
尚名词的诞生，而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庆幸的是，课改后的
语文教材更注重了古诗词的教学，可见，读诗在一个人的成
长历程中很重要。



第一次把古诗作为公开课进行教学，是在2006年。当时有很
多老师劝我，说古诗教学的难度很大，教学中的这个“度”
很难把握，可我仍向“虎山”行了。2007年，当我再一次接
到古诗赛讲的通知时，很高兴在古诗教学中，自己提前进行
了尝试。几番斟酌之后，我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王维的《送
元二使安西》上。

教材安排《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送元二使安西》为
一课，所以备课时，无形中，便将两首古诗进行了对比：其
作者都是唐代的；都属于送别诗；前者诗人送友人去的是一
个繁华的地方——扬州，以目相送；后者诗人送友人去的是
一个荒凉的地方——安西，以酒相送。鉴于此，我把《送元
二使安西》的基调定在悲凉上，课件中也制作了大量安西荒
芜的图片。第一次试讲后，教研室的冯老师和郭老师，就这
个问题，提出异议。我又陷入了苦思中。查阅大量资料后，
我了解到当时唐朝非常强大，很多国家都想和唐朝建立友好
关系，被派去出使的人，都以此为荣。这样，有了对文本外
的解读后，就把这首诗的感情基调定为既兴奋又伤感，兴奋
的是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伤感的是要面临与家人、朋友的
离别。

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
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
概舍去。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一杯“酒”中。此时主客彼此可
能有许多话要说，由于离别在即，心情复杂，却一时不知从
何说起，因而，饮酒便成了最好的交流感情的方式。离别饮
酒，自不同于久别重逢那样的痛快酣畅，总不免有些苦涩的
味道。但是这一斟一酌，情意却格外重。诗中“劝君更尽一
杯酒”一句即写出了主客依依惜别的心情。两人对饮，一杯
又一杯，主人总觉得似未尽意，总是劝客人再饮一杯。诗人
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
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
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
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



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
现。

课堂结尾在高老师的帮助下也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她建议我
在结尾处，把那种离别的感情延续下来，进行升华。记得在
介休，正准备结束这堂课时，一个女孩对我说：“老师，现
在我都想哭了。”是啊，那种不舍，那种依依惜别之情，不
仅是在王维和元二，也在我和孩子们之间蔓延。事实证明，
这种思路处理结尾真是妙笔生花。

回顾次这备课的过程，一次次教学设计，一次次试讲，一次
次推翻，一次次再来......不但给本校的四年级学生都讲了，
在高老师的陪同下，还去了外校借学生讲课，前前后后一共
备了六次课，用了5个班的学生，其间，得到了许多同事的支
持和帮助，尤其是高老师，今天想到一个好的导入方式，会
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明天想到一个过渡语，会不厌其烦地帮
我修改课稿。人们都说讲公开课，是一见非常劳心的事，确
实如此，可在这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也成长了不少。特级教
师窦桂梅曾说过：“公开课是我成长最好的熔炉，上公开课
相当于公共演出，准备演出的过程，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是很
好的锤炼。”每一次公开课后，都会有新的收获，而把这些
收获和经验积累起来，那会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我很喜欢的于永正老师说，一个老师如果每学期都能上一节
公开课，那带给他的收获是无穷的。当然，这其中的艰辛也
时常让人胆怯。我想，这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