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薇教学反思(优秀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采薇教学反思篇一

1.读出景物描写所蕴含的情感味。

2.品出人物描写所展现的人情美。

3.悟出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作者情。

景物描写所蕴含的情感味和品出人物描写所展现的人情美。

悟出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作者情感。

1课时。

自主、合作、探究。

多媒体课件。

课前播放绍兴社戏的投影片，循环播放，配上一段江南社戏
的乐曲，教师简要解说。

(设计目的：引领学生感受江南社戏的内容，为下面的文化之
旅做好铺垫。)

导入语：

同学们，今天我将和你们共同进行一次文化之旅，作为本次



行程的导游，我将竭诚为大家服务，请看：这是一座戏台，
在江南这种建筑司空见惯，但惟有这座戏台与众不同，它因
中国一代文豪鲁迅的一部作品《社戏》而闻名。这座戏台上
到底上演了一出怎样的社戏呢？鲁迅又生发了怎样的感时情
怀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历久弥漫着书香的小说《社戏》。

环节一：读与感

1.你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社戏》的主要内容吗？

此环节设计目的是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学生对课文的了解，
以便安排下一环节读文章的时间，并鼓励学生学会预习。

2.文章描写了一件看社戏的故事，你觉得那出社戏好看吗？

请同学们跳读课文，找出能证明这出戏不好看的句子或词语。

既然这出戏如此不好看，文章的结尾是怎样写的？

(设计目的：从“不好”与“好”的反差，抓住一个问题切入
点——即文章的结尾，从而突破全篇的解读。)

环节二：赏与评(完成目标二“品出美”)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请为他们起一个绰号，并从文
中找出相应的依据。

示之以法：可从人物的相貌、性格、身份、职业等方面思考。

环节三：品与析(完成目标一“读出味”)

找出文章中景物描写的段落，读出景物之美，景中之美。

(设计目的：引领学生用朗读的方式体会景物描写中所蕴含的
作者的情感，并学会用“轻、重、快、慢”的方式朗读)



环节四：辨与思(完成目标三“悟出情”)

课堂留白：三分钟让学生的思维沉静下来，思想沉淀下来，
整理本节课的收获，包括情感和知识两个层面。

(设计目的：不要让学生在激情澎湃中戛然收尾，一定让学生
跃动的心灵在课堂尾声时安静下来，让各种收获慢慢沉淀，
三分钟让学生梳理自己的情感和收获，带着沉沉甸甸的收获
或者一种探寻的好奇走出课堂，探索课堂以外的语文)

走进社戏，我们看到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走出社戏，
引起我们不绝的心灵回想。本次文化之旅即将结束，不知道
你看过这个戏台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和感受，戏台两侧的这幅
对联或许能代表我们此时共同的感受：千米画卷有社戏，万
般风骨存呐喊。

环节五：谢谢各位的参与，课下请大家自行浏览《朝花夕拾》
和《呐喊》两部作品带来的无限风光。

附：《社戏》预习提纲

采薇教学反思篇二

《走向生活》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二组的一篇略读
课文，作者是美国作家戴维·科宁斯。课文主要讲述了作
者——一个初出茅庐的校报记者去采访前美国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别
具一格”的问题，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答，从而受到启发，
树立了引为座右铭的人生哲学——走向生活，广交朋友。课
文生活气息浓厚，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

本课教学时间安排一课时，教学目标是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的启迪。古代著名教育家朱熹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
熟读了则自然精读，精读后，理自见得。”为此，我要给
足1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自由地放声朗读课文，
达到生字字音正确，语句流畅。我还巡回指导，轻轻纠正读
书姿势不正确的学生，在后进生旁边静心呆上一分钟左右时
间听一听，点拨点拨。对干学生朗读中遇到的字音、语句障
碍，允许学生互教或请教老师。也就是说，教师既要给足学
生朗读的时间，又要给予学生自主朗读提高的选择权。这一
环节就是要让学生静下心来，按照“阅读提示”独立勾画、
批注、在书旁简要写感想，提高自学能力和思维水平。“在
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
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苏霍姆林斯基）沉寂的课堂，
既是朗朗书声之后学生口、耳、香等器官的休整，更开动了
脑、手这一对最具灵性的学习器官。思维的火花，创新的幼
芽，只有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
一步教学的实施，教师也要舍得给足学生自学、思考的时间，
不能走马观花走形式。对于完成“阅读提示”较快的学生，
教师要鼓励他们自己提出疑问自己试着解决。

采薇教学反思篇三

二、教学目的：

1.学习作者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

2.抓住重点词语，理清全文思路;

3.培养从大自然中发现美与领悟美的能力。

三、教学重点

1.揣摩分析精彩的词语、句子或段落;

2.学习作者写景状物的方法。



四、教学难点：

1.学习作者写景状物的方法。

五、课时：2课时。

六、课型：综合新授课

七、教学方法：讲读-讨论

八、教具：

九、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悬测：阅读标题，悬测文章的内容，揣摩作者的写作意
图。

(二)速读：抓住重点词语，理清思路，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本文主旨：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
访“山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
如涛如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精读：潜心于作品之中，品味体会，理解赏析，分析作
品都写了哪些内容，是怎样写的，文章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等等，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研讨加以解决。

〔精彩段落〕

1.这段文字运用了、、、修辞方法。

2.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的哪些“朋友”?它们各有什么特征?



〔精彩段落〕

忽然下起雷阵雨，像有一千个侠客在天上吼叫，又像有一千
个喝醉了酒的人诗人在云头朗诵，又感动人又有些吓人。赶
快跑到一棵老柏树下，慈详的老柏树立即撑起了大伞。满世
界都是雨，惟我站立的地方没有雨，却成了看雨的好地方，
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恩泽?俯身凝神，才发现许多蚂蚁也
在树下避雨，用手捧起几只蚂蚁，好不动情，蚂蚁，我的小
弟弟，茫茫天地间，我们有缘分，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1.请概括上面第一节的内容。

2.文中画线句子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修辞：

作用：

3.文中加点的“恩泽”一词是什么含义?表达了作者什么感
情?

4.为什么说我和蚂蚁“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5.结尾的省略号改成句号行不行，为什么?

(四)学生讨论，老师点拨：

老师归纳学生的问题，进行点拨，要做到要言不烦。

1.柏树下避雨的情景。2.拟人、比喻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山间
景物的美丽情态，更能表达作者对它们的喜爱赞美之情。3.
这里指老柏树的恩赐惠及作者，如雨泽润物表达了作者对老
柏树及山间万物的感激之情。4.因为我和蚂蚁一起在大树下
避雨，所以说是患难的兄弟，更能突出题目中的“友”
字。5.不行，本文结尾用省略号，表明景物、情感均未绝，



给人回味的余地;用句号则不够深远。

(五)学生归纳本课的学习要点，按照“研讨与练习”的要求，
写出学习心得。

(六)朗读课文，培养语感。

十、板书设计：

山中访友

李汉荣

山中的朋友

古桥

大树

出门去山中访问山泉、溪流、白云、瀑布、悬崖、云雀回家

石头、落叶、小花

树下避雨柏树、蚂蚁

采薇教学反思篇四

1、课题风娃娃（第一课时）

2、课型精读

3、辅助工具课件

4、教学



目标1．认识12个生字。会写伤、表、示3个字。2．正确、流
利地朗读课文。3．初步感知哪些事情风娃娃做得对，哪些事
情风娃娃做得不对。

5、教学

内容

教材简析：风娃娃既乖得可爱，又傻得可爱。他以为做好事
很容易，只要有力气就行，结果把风筝吹跑了，把人们晒的
衣服吹跑了，还折断了新栽的小树。人们都责怪他，他还不
知道为什么呢。课文结尾留给孩子们一个问题，让孩子们通
过思考明白，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真的
对别人有用。

教学重点、难点：让学生知道风娃娃做了几件事，哪些做得
好？哪些做得不好？

6、学情

分析

学生年龄特点、已有知识经验、差异分析：孩子们都喜欢听
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动曲折的情节，像和煦的春风，
吹进孩子们的心扉。故事中美好的人和事与孩子们纯洁的心
灵贴近，使他们借此来明辨美丑，懂得什么事该做，应该怎
样做。

7、教学

方法引导法、点拨法。

8、教与学

教师的教学过程



9、反馈

教学反思：这节课中我觉得自己做的有几个方面不太好：1、
时间把握不好。上课时总害怕时间不够用，所以节奏很快，
给人很赶的感觉。2、讲课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语言太单调。
总是几句简单的话，不够丰富、吸引人。3、课堂中识字教学
这里做的不太扎实，尤其是交流识字方法时匆匆而过。好的
方面是：1、整个教学设计还算流畅，尤其整个课堂用信的方
式穿插，很有连贯性，设计很巧妙。2、我在课前准备挺充分
的，不管是当堂检测的内容还是课件的制作都很好，能起到
预设的作用。

10、板书设计

16、风娃娃田野吹动大风车河边推动帆船广场吹跑风筝、衣
服，吹断小树

采薇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会写8个生字，正确读写“清爽、吟诵、唱和、瀑布、陡
峭、挺拔、身躯、精致、蕴含、奥秘、侠客、德高望重、津
津乐道”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作者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
美好情感。

4．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来表达感情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的表达的方法是本课
教学的重点。难点是引导学生在有感情地读课文中感受作者
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

教学计划：二课时

课时一

教学内容：

学生读通课文，初步理解课文。能理清文章的脉络，初步学
习文章的主要内容。

教学过程：

一，直接板题，学生读题辨别文体，激发学生的阅读期待，
学生初读课文。

1、教师板书课题“山中访友”，学生读题。

引导问题：

t：读了“山中访友”这个题目，如果让你来写这个题目，你
会写些什么？

2、学生自由读课文后辩体。

读书要求：

1读通课文，不加字，不减字，不错字。

2读得生疏地的地方，可以停下来多读几遍。

二、练读课文中的生难字词，学生再读课文。



1、小黑板出示下列词语，学生练读：

2、学生再读课文，要求正确流利。

三、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初步学习文章的主要内容，
相机学习并巩固反问句，过渡句在文章中的作用。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根据下列提纲给文章分段。

提纲：去访回

2、学生再读题。由题引发学生读文本的欲望，初步学习文章
的第二部分。

引导问题：

t1：“我”去山中访了那些朋友？这些朋友有什么特点？你从
文章哪些句子中读出的？（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板书：老桥、
树林、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落花、落叶、岩
石……）

t2：老师为什么在这些朋友的后面要加上省略号呢？你从文章
哪儿读出来的

3、出示重点句子：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

引导分析：

t1：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他是个什么句式？

t2：联系上下文，这个句子还是一个什么句？在文章中起什么
作用？

四、引导学生对本课时进行学习小结。



五、学生读全文巩固本课时所学。

六、作业。

1、课外再读课文三遍。

2、完成这篇文章的生字词书写训练。

3、读课文，在下列括号填上合适的词语。

采薇教学反思篇六

教材分析：

相声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语言表演艺术，深受群众的喜爱。
《打电话》就是一段惹人发笑，发人深省的相声，它讽刺了
一个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缺乏公共道德的年轻人。一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小事，结果被这个人东拉西扯，说了两个多小
时，既误了自己的事，又耽误了别人的时间。这段相声采用
夸张的手法，对那些时间观念不强、说话罗里罗嗦、废话连
篇、缺乏公共道德的人给予了辛辣绝妙的讽刺。

选编这段相声的目的，是让学生体会相声语言的精妙和幽默，
了解相声这种特殊的语言表演艺术。在读中感悟到，打电话
与人交流要言简意赅，这样不仅节省时间，也是对别人的尊
重。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文，理解主要内容，体
会相声语言的精妙和幽默。

教学目标：

1.边听录音边浏览课文，了解相声的艺术特点和语言特色。



2.通读课文，体会故事中的人说话啰嗦的.特点，明白简洁明
快地说话的重要性。

3.了解相声是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语言表演
艺术，能对相声感兴趣。

教学建议：

1．对相声，学生并不陌生。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积累，调
动起学生读相声的兴趣。本文是略读课文，首先通过引导学
生浏览全文，了解课文的意思，体会人物的特点。然后让学
生充分地进行自主阅读，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感受人物语
言的特点。

2．根据课文的体裁特点，可组织学生进行合作表演式朗读，
因为语言比较通俗，讽刺意味比较浓，所以朗读的重点是读
出人物语言的生活化，突出讽刺意味。

3．在学生读懂课文后，可以交流一下这个相声对自己有什么
启发。

4．有条件的，可以找几段经典相声，让学生来听，来看，来
读，体会相声语言的特点。

教学设计：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2.揭题：打电话。

3.谈打电话。

（1）导语：同学们一定都打过电话，电话使人们的交流变得
方便快捷，打电话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尽
量地节约时间）



（3）模拟计时表演。

（两个学生上台模拟表演，教师计时。）

板书特写：_______ 分钟

小结板书：简练、得体、明白。

（4）这么一点儿事，如果有人打了两个多小时，你们信不信？
让我们一起欣赏相声《打电话》。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了解相声主要内容。

（1）学生自学，自由读课文。

（2）检查自学，正音。呃、耗子、啰嗦、嘚儿啷

（3）交流：这个相声说的是一件什么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
么？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通顺。

（1）找一个小伙伴分角色练习对话，并互相评价。

（2）擂台赛：各小组推荐两人，竞赛读。（教师、他生当评
委）

三、再现课文，深入领悟

1.讨论：甲、乙说话各有什么特点？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

（1）甲：不知道你猜猜。猜不着？猜不着使劲猜。呃，猜不
着我告诉你。我姓啰，我叫啰嗦。



乙：是够啰嗦的。

甲：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她是女的呀。

乙：废话，可不是女的嘛。

（2）甲：我正找你呢。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吗？学习吗？不学
习呀。开会吗？不开会。

乙：废话。

甲：讨论吗？不讨论。

乙：人家没事。

甲：太好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
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票价八毛一张的，我买了两
张，一块六，我给了他五块，他找了我三块四。

乙：他在这报账呢！

2.归纳：作者在这里极尽夸张之能事，把一个啰嗦者说话啰
嗦表现得淋漓尽致。

3.小组练习：小组内练习表演《打电话》

4.集体推荐两人上台表演相声《打电话》，教师计时。

板书特写：_______ 小时

小结板书：啰嗦、耗时、误事。

5.畅所欲言：通过观看相声《打电话》，你受到了什么样的
启迪？



6.小结：说话太啰嗦不但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还会耽误
事情，我们平时说话不仅要把话说明白、得体，还要说得简
练才行。

四、学生选读，了解相声

1.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片断浏览，体会相声特点。

2.学生谈自己对相声语言特点的感受。

3.教师小结：通俗易懂发，如话家常；幽默、风趣、夸张。

4.欣赏表演，进一步感受相声艺术的魅力。

播放事先录制的该相声表演录像，一边欣赏一边感受相声艺
术的魅力。

五、自选作业：

（选择自己喜欢的一项完成）

1.创设情境，尝试创作

（1）语言情境一：甲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而又喜欢夸夸其
谈显示自已有知识，仅就“海马”一词，就出入意料地闹出
了一连串的笑话。

（2）语言情境二：悦悦是一个冒失鬼，又是一个机灵鬼，他
常常用机智巧妙的语言帮自己摆脱困境。

（3）语言情境三：有两个小朋友常常在一块比吹牛，谁也不
服谁，这不，他们又吹上啦。

（4）语言情境四：小明是一个很具幽默感的孩子，同学们常
被他逗得开怀大笑。



选择自己喜欢的话题，和同桌一起创作几句。

2.熟读《打电话》，想象当时的情景，用叙述的方式写下来，
并表达自己对此种现象的看法。

采薇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1．会写8个生字，正确读写“清爽、吟诵、唱和、瀑布、陡
峭、挺拔、身躯、精致、蕴含、奥秘、侠客、德高望重、津
津乐道”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作者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
美好情感。

4．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来表达感情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的表达的方法是本课
教学的重点。难点是引导学生在有感情地读课文中感受作者
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

教学计划：二课时

课时一

教学内容：

学生读通课文，初步理解课文。能理清文章的脉络，初步学
习文章的主要内容。



教学过程：

一，直接板题，学生读题辨别文体，激发学生的阅读期待，
学生初读课文。

1、教师板书课题“山中访友”，学生读题。

引导问题：

读了“山中访友”这个题目，如果让你来写这个题目，你会
写些什么？

2、学生自由读课文后辩体。

读书要求：

1、读通课文，不加字，不减字，不错字。

2、读得生疏地的地方，可以停下来多读几遍。

二、练读课文中的生难字词，学生再读课文。

1、小黑板出示下列词语，学生练读：

2、学生再读课文，要求正确流利。

三、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初步学习文章的主要内容，
相机学习并巩固反问句，过渡句在文章中的作用。

1、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根据下列提纲给文章分段。

提纲：去访回

2、学生再读题。由题引发学生读文本的欲望，初步学习文章
的第二部分。



引导问题：

t1：“我”去山中访了那些朋友？这些朋友有什么特点？你从
文章哪些句子中读出的？（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板书：老桥、
树林、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落花、落叶、岩
石……）

t2：老师为什么在这些朋友的后面要加上省略号呢？你从文章
哪儿读出来的

3、出示重点句子：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

引导分析：

t1：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他是个什么句式？

t2：联系上下文，这个句子还是一个什么句？在文章中起什么
作用？

四、引导学生对本课时进行学习小结。

五、学生读全文巩固本课时所学。

六、作业。

1、课外再读课文三遍。

2、完成这篇文章的生字词书写训练。

3、读课文，在下列括号填上合适的词语。

课时二

教学内容：



引导学生细读课文，感受作者所描写的境界，培养学生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排
比、想象来表达感情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直接板题，学生读题。引导学生围绕“朋友”这个主题
讨论。

1、学生读题。教师与学生一起回顾上节课所学，知道课题中的
“友”在文章中的所指。

2、引导学生围绕“朋友”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引导问题：

t1：在本节课深入学习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在我们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称为“朋友”？（主要特征：
彼此间有美好的感情。）

注：1朋友：是指彼此有交情的人。2交情：人与人之间互相
交往而发生感情。3交往：互相来往。

t2：你愿意与什么人交朋友呢？

二、组围绕“友好”的主题织学生通过“读读

议议

说说”的形式引导学生细细品读课文。

1、品读文章第二部分。逐段学习，通过重点词，引导学生理
解文章的内涵，学习作者用比喻、拟人、排比、想象来表达
感情的方法。



引导问题：

t1：作者山中的朋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t2：文章第5自然段，作者主要运用了什么表达方法？读读这
些句子，想象一下句中所描绘的景象。（注：总结落在文
中“好风景”一词）

2、学习文章第一部分，重点引导学生通过“撞”这词来理
解“好心情”，通过理解“好心情”来理解作者文章开始所
表现出的因山中美景而流露的轻快与向往之情。

3、学习文章第三部分，抓住此时的“好心情”与文章开头之处
“好心情”的不一样，而升华主题——感恩（热爱）自然。

4、学生在读题。理解“访”所包含的情感。（访：拜访；访
问。拜访：敬辞，访问。）

三、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教师引导学生对全文的学习结果进
行总结。

四、学生读文巩固所学。

五、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完成练习册相应训练题。

3、把下列句子换一个说法，使句子意思不变。

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

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难道不是飞行中看到的好风景？



采薇教学反思篇八

每次总是很害怕教学这样的新诗，因为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陷
入讲解诗句、词语意思的怪圈，把整首诗支解得支离破碎，
把整首诗读得味同嚼蜡。总想改革自身的教学，于是在集体
备课时设计了以下教学流程。

带着这样的怀念、赞美、感激、敬重，一起对吴老师深情说
一声——《老师，您好！》

课前，你已经读了很多遍了，现在请你再读一遍，注意用边
读边做记号。

交流你已经理解的词语，说出你的困惑，老师来考考你。通
过这三个环节扫清字词障碍。

本文一共几小节。（借助《秋天》，明确新诗以自然空行为
分节。）

对对子练习，认识对偶。

投影，练习说话：吴老师，你 ！…………虽然我们已经分开，
但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想对你说：老师，您好！

读好全文，体会感情。

1、聆听范读。

2、同桌自由赛读。

3、鼓励能感情诵读的同学站起来起声诵读。

就是这样一份平实的设计，在我的激情下有了真实的课堂，



尽管不完美，但我知足，因为平平淡淡总是真。

课堂的重点很明确，理解词语和诗的感情，迁移总——
分——总的`写法，初步认识对偶。

在说说自身困惑时，记下了一个学生很精彩的问题：课文前
面写教师的“心血”与“辛劳”，为什么后面不用“老师，
您辛苦”了，而用“老师，您好！”疑问发生时，就是获得
理解、知识时，我喜欢这样深邃的考虑，有个性的质疑。让
我更加佩服培养他们三年的语文老师，也感到肩膀上责任的
重大——如何使这样一群有灵气得小朋友更上一层楼。

上课时，听着学生断断续续、吞吞吐吐的发言，有些着急。
听着他们大声而乐滋滋的朗读，有些欣慰——他们是喜欢语
文的，也有些担忧——高声叫，并不是朗读好啊！

现在我终于明白：老师，您好！是一份真挚的赞美与感谢，
是一份来自心底浓浓的情感，要让初入四年级的小朋友用语
言来倾诉，总是有困难的。不如，把精力放在有效的感情朗
读指导上。

采薇教学反思篇九

1、运用颜料或各种辅助材料来装饰石头，体验在石头上做画
的乐趣。

2、能大胆的进行石头的组合，创造出新颖的形象，体验合作
带来的快乐。

3、尝试用装饰好的石头造型来创编故事，发展幼儿的想象力、
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1、各种形状的小石头（已洗净凉干并分类）



2、油画棒、棉签、橡皮泥、各色纸、毛线、假花、双面胶、
吸管、稻草、瓶盖、牙签、皱纹纸等。

3、各组一块抹布。

（一）教师以动画片形象引入，出示范例，引导幼儿观察讨
论。

问题：

1、他们是什么做的呀？

2、你们觉得这块小石头象什么？

3、他们的样子是一样的吗？

（二）教师引导幼儿看看、说说、想想石头象什么？

要求：

2、和同伴说说你的石头可以变成什么？为什么？

3、如果将石头组合起来，你觉得它又象什么？

（三）教师介绍制作方法，可以和同伴一起商量，一起合作。
引导幼儿先在纸盒内组合石头，然后对石头进行装饰，再用
双面胶将石头固定在纸盒上，最后对纸盒进行装饰，完成作
品。

（四）教师提出活动要求

要求：

1、小朋友要先想好要把你的小石头变成什么。



2、要用上各种好看的颜色。

3、在装饰纸盒的时候要先想好，你要如何装饰才能编出一个
好听的故事来。

（五）幼儿创作石头画，教师指导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大胆想象，能利用各种石头进行组合，创
作出各种造型。鼓励幼儿大胆选择各种辅助材料及工具。

（六）创编故事

教师组织先完成作品的幼儿利用自己制作的石头来创编故事。

采薇教学反思篇十

登楼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这首诗写于成都，时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诗人客蜀已
是第五个年头。上年正月，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平
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长安、立傀儡、改年号，代宗奔陕州事；
随后郭子仪复京师，乘舆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维、保等州
（在今四川北部），继而再陷剑南、西山诸州。诗中西山寇
盗即指吐蕃；万方多难也以吐蕃入侵为最烈，同时，也指宦



官专权、藩镇割据、朝廷内外交困、灾患重重的日益衰败景
象。

首联提挈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当此
万方多难之际，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是
繁花触目，却叫人更加黯然心伤。花伤客心，以乐景写哀情，
和感时花溅泪（《春望》）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
先写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
果倒装，起势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领起下
面的种种观感。

颔联描述山河壮观，锦江、玉垒是登楼所见。锦江，源出灌
县，自郫县流经成都入岷江；玉垒，山名，在今茂汶羌族自
治县。凭楼远望，锦江流水挟着蓬勃的春色从天地的边际汹
涌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起灭正象古今世势的风云变幻。
上句向空间开拓视野，下句就时间驰骋遐思，天高地迥，古
往今来，形成一个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对祖
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而且，登高临远，视通
八方，独向西北前线游目骋怀，也透露诗人忧国忧民的无限
心事。

颈联议论天下大势，朝廷、寇盗，是登楼所想。北极，星名，
居北天正中，这里象征大唐政权。上句终不改，反承第四句
的变古今，是从去岁吐蕃陷京、代宗旋即复辟一事而来，明
言大唐帝国气运久远；下句寇盗相侵，申说第二句的万方多
难，针对吐蕃的觊觎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
词严义正，浩气凛然，于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

尾联咏怀古迹，讽喻当朝昏君，寄托个人怀抱。后主，指蜀
汉刘禅，宠信宦官，终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
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
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
的仰慕之意。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忽忽日已西落，在苍茫
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



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
样，专居祠庙，歆享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喻代宗李豫。李
豫重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
面，同刘禅信任黄皓而亡国极其相似。所不同者，当今只有
刘后主那样的昏君，却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贤相！而诗人自己，
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危楼落日，忧端
难掇，聊吟诗以自遣，如斯而已！

全诗即景抒怀，写山川联系着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谈人事
又借助自然界的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象、
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语壮境阔，寄慨遥深，体现着
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
读来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工于各句（末
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
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
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
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
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
桑田，一字双关，引人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
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
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
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
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
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
相呼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这两个字在诗
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
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
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
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
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



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谓：声宏势阔，
自然杰作。（《读杜心解》卷四）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
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