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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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我抓住了杜甫诗中有画的.特点，展开想象，感受课文景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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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怎样
的画面？抓住动静结合的描写，读出春的生机和和谐。适当
拓展内容，一方面增加学生背诵方面的积累，另一方面积累
对春天的美好感受。不足之处，学生古诗词积累较少，整个
课堂不活跃，学生参与性不高，没有能够积极主动的进入到
古诗词的意境之中。

在今后的古诗词教学中，要让学生多读多背诵，积累大量的
古诗词，能够看到景物就想起诗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传
统文化越来越精彩。

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夏日绝句这首古诗围绕一个“思”字，直抒胸怀，写出了英
雄对待生死的态度，特别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已
经成为格言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本节课我主要采
用：初读，感知诗句；再读，了解诗意；品读，悟情入境；
研读，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品词析句中潜移
默化地感受赏析诗歌的方法。课堂上我抓住“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这两句诗，从修辞手法和思想感情两方面入手，
进行深入赏析，体会项羽的英雄气节，李清照的赞颂、悲愤、
担忧等复杂的感情。课堂上给孩子创设情境，出示李清照、



项羽和南宋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孩子们能融情于文本中。学
生的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在一次一次的朗读中将感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并能结合古诗赏析明白做人的价值取向：有正气、
有骨气、有气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崇拜的英雄，也激励自
己努力去做这样的英雄，预设的教学目标就完成了。最后通
过欣赏名言警句、古诗，拓宽学生的视野，也感受到中华古
诗词的魅力。

在教学中我有以下感受：

孩子们二年级了，有一部分学生因为生理、心理等因素不爱
举手了。根据此现象，本课教学时，我精心把两个问题设计
成了“请接题”挑战形式：一次是“人杰”、“鬼雄”的教
学；一次是“不肯过江东”的教学。每次挑战，孩子们都表
现出昂扬的斗志。这种挑战的方式，直接带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同时也为准备充分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根据这首诗的学习的特点，提出让学生课前了解作者李清照
的生平、学生查阅有关项羽的生平及与其相关的作品或成语
等，进行交流学习活动。

长课文要短上，短课文要长上。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
如何再现项羽的英雄形象和英雄豪情？这就需要“课外资
源”的有力补充，需要搜索不少资料。于是我搜集了五处资
料进行整理、组合、浓缩、改编，尽量做到了精炼，符合学
生口味。具体是课前预热时项羽的简介、表现人杰的成语补
充、“不肯过江东”时的历史资料再现、品时代造就英雄时的
《题乌江亭》及南宋的历史背景和整体提升时有关英雄气节
的名句。我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窦桂梅老师说过：“教
古诗不能光看教的数量，要看是否能真正走进学生的质（精
神）。”真正的语文课并不仅仅是40分钟，遵循这一特点，
我独具匠心设计了这节可的延伸活动：

1、背诵并默写《绝句》



2、配上旋律把《绝句》编成曲吟唱。

3、出张有关英雄的手抄报。

4、学了“英雄”，你有何想法，请把你的想法写成文。

从反馈的，可以归结果来看，归纳出几点成功的地方：

1、学生默写并背诵特别认真，因为孩子们还沉浸在诗的意境
中。

2、学生自己出手抄报，自己出报刊名，自己搜集资料，排版
设计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排版技巧；一些爱画画的学生，还
在他的诗集上画上了美丽的插图，会不很好的，他们就采用
贴图，也很有创意……学生忙并收获着。

3、关于“英雄”文，学生的语言很有思维含量，很有自己的
独特见解的。

教学中以“英雄”为主题，深入了解历史背景，阅读诗中所
含的三个典故故事，以两个故事、两个成语感受项羽这个英
雄的英雄气概，以“借古讽今”感受李清照的爱国情怀。学
生过去只是背诵古诗，却不知短短的二十个字中却有如此气
势，他们深深地被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李清照的'才气和豪迈折
服。

“老诗”用新法，感觉不错。

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绝句》是唐朝诗人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所作。本诗是其中
的第三首，描写了草堂门前浣花溪边的春景。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上，我通过激趣引题、整体感知、想象



画面、感情朗读、给诗配画等几个方面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
之美，由浅入深，层层展开，引导学生领会诗意、体味诗境，
受到美的熏陶。在教学中注重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
新理念，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鼓励和
引导学生大胆地想，尽情地读，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想象
飞起来，语言活起来。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这节课上，我觉得自
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在“理解诗意”这一环节，我没
有让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每句诗的意思说得不是
很完整；还有就是由于自己整节课的时间分配不是很合理，
最后的书写环节有些草率。从这节课的得失来看，我今后在
上每节课时，一定要充分备好教材，备好学生，不断改进自
己的教学方法。

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绝句这首五言绝句极其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明净绚丽的春色图。
这首诗画面优美，格调柔和，寓情于景，显示出春天蓬勃的
生机和诗人结束奔波流离生活后，愉悦闲适的心情。反复诵
读此诗，给人一种春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带着对这首诗的
喜爱，我饶有兴致的开始了教学。

上课伊始的“说说关于春的'成语”比赛一下子将气氛领了上
来，孩子们似乎进入了春天的世界，一双双小手高举过头，
一种“春天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教室。

古诗教学，少不了“指导朗读”。在游戏导入，激发兴致后，
又紧接着让孩子们自由读诗，边读边想想哪句古诗最能让你
感受到春天来了。孩子们在小组里面大声的朗读着，说着自
己的想法，那景象，好不热闹。“我觉得春风花草香这句诗
最有春天的感觉，因为春风一吹，花儿都开放了，草儿也从
土里钻了出来，探出脑袋张望这美丽的世界，到处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我觉得这就是春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象你的



心情怎么样呢？”“很高兴，很欣喜！”“那你能将这句诗
大声的朗读出来吗？”“能，……”就这样，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下，在孩子们个性化的解读中，我完成了对本诗的教学。
让孩子们的自主、自由的解读代替老师的枯燥乏味的解释，
但同时又从孩子们的回答中给予指点引导，并进行朗读的指
导。

或许是自己对这首诗的喜爱，或许是孩子们的表现很好，或
许是这样的教学设计较为合理，本堂课孩子们和自己的状态、
配合都非常的默契，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沟通交流中，
一起走进了那富有诗意的春天。

绝句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我刚刚上完古诗《绝句》，感觉效果不错。这首诗学生已经
会背，所以在上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首先给学生介绍
了绝句这种诗歌体裁，并简单介绍了杜甫。然后直接从插图
入手，请同学们观察一下图上都有哪些景物，并按照一定的
顺序进行描述。学生很快找出了山白鹭、翠柳、黄鹂、小船，
并进行了描述，然后我再让学生说说图上都有哪些较醒目的
颜色。学生说完这些以后，我给大家点出这就是诗人曾经生
活过的地方，那么诗人是怎样描述这个漂亮的地方呢，一起
来学习。

学生很快就简单说出了前两句的意思，这时候我就问，黄鹂
在叫，白鹭在飞，这说明了什么？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学生
说出了“有声”，我大大的鼓励了学生，紧接着又问，那么，
黄鹂是黄色的，白鹭是白色的，并有青青的翠柳。蔚蓝的天，
这又是什么呢？学生很快说出了“有色”，理解了诗人描述的
“有声有色”美景。后两句的描写，学生略感到困难，通过
孩子简单的描述，我给学生对照户画框进行了讲解，学生很



快理解了“含”的意思，并且把诗人观察的角度位置都清楚
地说了出来，概括时又准确地说出了动态静态描写，我感觉
这节课学生上的非常踏实，我自己也感受到了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