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精
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山行》一诗是一篇描写秋天的诗，它通过描写寒山、白云、
石径、枫林所构成的一幅秋色图，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
爱。在教学中，我注重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引
导学生反复朗读加深理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合作交流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自己结合文后的注释，体会理
解诗的大意思；在学生自学基础上，小组内交流自己的理解
及不懂的地方。对于古诗的。意思只要求学生大体理解即可。
在相互的交流中，学生取长补短，加深了对古诗诗意的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我为了达到预设的效果，在学生初步交流理诗
意后，引导学生根据图片想象画面朗读诗歌，一座高山上有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伸向深秋时节的山头，在白云升
腾缭绕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然后有人经过这里里，
看到了满山的经霜打过的枫叶，比二月里的鲜花还要红，就
这引导学生边看图边读，很容易地让学生进入当时的意境。

古语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见，朗
读对于古诗学习很是重要。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
式，如：自由读、接读、对读摇头晃脑读等，反复朗读古诗，
从读通读懂，到学生能读出自己的感受，读出诗的意境。



教学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第一步：感悟美景，创设情境。

运用多媒体设计精美的深秋图片，营造出浓郁的深秋氛围，
让学生感受浓浓的秋意，烘托出良好的教学气氛。接着设计
了问题：自由观图，用学过的表达秋天的四字词语来形容秋
天的美景，表达自己的感受。在交流总结时，导入对描写秋
景古诗的了解，进而导入课题，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投入到
对古诗的学习中去。

第二步：反复诵读，体会诗意。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使学生学习中的合作伙伴。在课堂上教师要为学生留出充足
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研读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合作
交流中读准字音，读通古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
况时，可引导学生互相评议，教师鼓励性总结，让他们在体
验成功的过程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在教学中教师只注重引导学生学会文中的生字，理解文中的
重点词语，在理解诗句意思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而没有引导学生放飞想象的翅膀，根据诗句大胆想象，没有
引导学生的思维向更深、更远处发展。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今天教学《山行》，开始时按课前预设，前两步都很顺利。
第一步，出示枫叶的图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入新课。看
到美丽的枫叶，学生热情一下子就上来，纷纷说“啊，真美
啊！”当我问他们：“看了这些枫叶，你有什么感受时？”
学生的小手举得老高，有的说：“这枫真是太美了，我真想
去旅游，亲自看一看。”有的说：“我想把这些枫做成书签，
把它珍藏起来。”有的说：“我想在上面美美地睡一觉。”



第二步，出示诗文，学生自己练读，要读正确，读流利，再
读出节奏。

但第三步出了问题，按照预设，是出示图片，先说说图上有
哪些景物，再说说诗句中写了哪些景物，然后让学生图文对
照理解诗句。图上有什么景物，诗句写了哪些景物学生都能
说出来，但是让说诗句的意思的时候就没几个人举手了，与
第一步让学生说看了枫叶后的感受时的那份兴致、兴趣、热
情相比，这一步就冷清了很多，只有一两个学生举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放弃原先的预设，耐心地给学生逐字
地讲解起来。从“径”的意思到“石径”的意思，从“斜”
理解到“远上”的语序，从“生”的“产生”意到诗中
的“飘浮”意，最后再让学生将诗句的意思连起来说说。就
这两句诗的意思前前后后就花了十几分钟，导致后面还有几
个教学步骤没有完成。

三年级古诗教学要达到何种程度？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
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
然纸上。所以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
境。这同时也是个难点，因为学生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
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欣赏意境”的训练在许多老
师的教学中也常常被疏忽。另外，有些字词在诗中所代表的
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一样，如“坐”、“远
上”“斜”、“生处”、“爱”等。如何行之有效地引导学
生理解这些难懂字词的意思，并通过词义理解达到理解全句、
全篇的意思，也是这首诗教学的重点。再则，学习方法的指
导十分必要，所以，应重视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既培养能力，
又为本课第二首诗的教学打下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以读
为主，在读中感悟。主要做了以下几点：



1、读一读，说一说，整体感知诗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
研读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相交切磋，合作交流中读准
字音，读通古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况时，可让
学生争当小老师给大家正音，既可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又
可让他们在成功的体验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2、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切忌逐行分析诗意。此时可适
时地张贴文中插图，并问“图中画的是什么。”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畅所欲言。其实诗意就蕴含在这一声声的话语中。

3、读一读，听一听，感知古诗韵律：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
定的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
境，体验情趣。但对于刚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并不懂这些。因
而在教学中可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从听中感悟，从模仿练
读中得到自悟。以学生自己的看法来朗读，富有具性地朗读，
比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行呢？把它读给大家听听，也分
享一下你的快乐，好吗？这时学生兴趣盎然，十分活跃。

4、读一读，演一演，领悟古诗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
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我们
一块跟诗人的心情把这首古诗读一读，好吗？”教师在学生
的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旨在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
还可加以音乐渲染，让学生戴着头饰，自由想象表演，一边
演一边吟咏古诗，会使语言文字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
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澜，入情入境，与作
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
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
然纸上。

教学这首诗，我主要引导学生做好以下“三读”。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
定的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
境，体验情趣。所以在指导学生初读古诗时，我除了要求学
生把古诗读正确读流利，还引导学生发现古诗朗读的这两个
特点。因为学生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读了几遍后还没
有发现。于是我进行了范读，由于范读时停顿比较夸张，有
几个聪明的同学发现了古诗朗读的停顿和节奏。接着，我再
让他们读读每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引导他们发现古诗的押韵。
虽然第一次教学时花了一点时间，但通过这样的指导，学生
掌握了古诗朗读的节奏和韵律，一定会在以后的古诗学习中
加以运用。

理解诗意应该是古诗教学的一个重点。古诗中有些字词的意
思和现在一样，如“停车”、“枫林”、“白云”、“人
家”等。还有一些字词所代表的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
一样，如“坐”、“远上”、“斜”、“生处”、“爱”等。
教学时，我先让学生自由说说自己理解的字词，再重点指导
学生理解那些与现今意思不一样的词语。理解的方法主要有
以下几种：

画图法。在理解“远上”、“石径”和“斜”的意思时，我
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座高山，一条从山下通往山顶的弯弯曲曲
的石头小路。图一画，学生就理解了“石径”、“斜”的意
思，接着我让一学生上黑板从山脚往上看，让学生说说看的
感受，学生理解了“远上”的意思。



联系前后文感悟。在理解“坐”的意思时，因为意思和现在
完全不一样，学生很难理解。教学时，我引导学生联系前后
文进行理解。感受“诗人停下车不走”与“喜爱傍晚时候的
枫林景色”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而然的，“坐”的意思也
就能理解了。

接着，我指导学生用“调换顺序法”和“扩充意思法”理解
诗句的意思。应该说，同学们理解得非常好。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
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在引导学生理解诗意后，我让学
生再读古诗，说说自己看到的情境，学生把自己看到的远景、
近景都描绘得十分具体。我在学生的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
让学生受到感染。还适时加以音乐渲染，使语言文字在学生
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
澜，入情入境，与作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总之，通过“三读”，学生基本读懂了古诗，感受到了古诗
的意境，体会到了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学得扎实、高效。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让学生身临其境：我让全班同学把自己都当作"杜牧"，然后
我边创设情境边问："小杜牧，你在这秋天的山林里看到了什
么?"有的说看到了美丽如花的枫叶，有的说看到了弯弯曲曲
通向远方的小路，余璇绚同学竟说她看到了白云飘浮的地方
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我抓住她的这几句话追问道："你怎么
看出是‘隐隐约约’呢?"她说："我感觉是‘隐隐约约’"我
鼓励她说："你的感觉真好，能说出原因吗?"这时，戴浩然同
学高举起小手，我请他回答，他说："我从‘白云生处’这个
地方知道是隐隐约约看得到，因为那些人家都被白云遮住了，
不能看的很清楚。""你真是说得太好了，这才是会读书的孩
子!"我夸赞道。这时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诗的意境中，他们
被那美丽的意境所感染，这时，我再锦上添花："这么美的景，



这么美的诗，我们怎么读出它的美呢?"这时他们读起诗来，
感情全有了。看着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我在心
里笑了。

总之，此次参加赛课，让我成长，让我收获，让我思索，也
让我遗憾。因为，参加英特尔未来教育讲师培训，让我错过
了最精彩的两节课，学习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好在，前三
节课我听到了，杨老师的沉稳教风;林老师字斟句酌的到位推
敲;牛老师的适度引导，都是我学习的地方。而我在异地异生
的挑战下，能够做到顺利的完成一节课，不能不说是一种成
功，我很满足。我将以此次赛课为基点，继续努力，修炼自
己的语文素养，提升自己的教育智慧，做一名风格独特，务
实创新的语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