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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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在新的学年里，带领新的班级，身为语文老师的我既紧张又
欣喜。虽然只有一个班的语文课，但我对每一堂课都认真地
和其他老师讨论、积极准备着。

这次汇报课《咏雪》，文章篇幅短小，文意简单，文章将谢
家子弟咏雪一事的始末客观地写出。虽然没有直观评论，但
文章最后对谢道韫身份的补充；让我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到谁
的更好。现阶段学生接触的文言文较为简单，理解不是难事。

文章简短，自以为备课充分，预设环节清晰简洁，自然流畅。
课前，我预设是：以诵读带领学生疏通文意。首先，听朗文。
过程中我让学生注意生字词和朗读节奏，并整体感知课文。
随后分小组齐读，找同学示读，在他们读的过程中，我发现
他们读错的字，然后就写在黑板上，读完后给他们纠正。然
而，由于我的疏忽朗文出现错误，同时多音字板书时没有将
词语书写出来。没有做到严谨教学。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
认为很有必要。读了几遍课文，学生从整体上对文章的内容
有所感知。

随后进入到了“译读课文”环节。我原本设定，先让同学提
出预学阶段不理解的重点字词由学生协助讲解，随后小组讨
论通篇文章的翻译。这样可以培养了学生们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或许是因为紧张看错时间，将学生展示时间缩短；同
时又没有将“咏雪”的精采句子进行解析。随着铃声的响起，
就不得不中间掐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做为一个语文教师，必需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丰富自
己的学识，成为一个合格的导学者。学习控制课堂、组织教
学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经过这次的讲课和听课活动，感觉
到了很大的差距。自己还有非常多需要修炼的地方，教学之
任于我，任重而道远。

感谢这堂课给了我反思自己的教学的机会。

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在《咏雪》一课的教学中，我与同学们正在交流谢公儿女谁
的比喻更贴切。

生1：我认为“撒盐空中差可拟”用得妙，无论从形还是从色
上看，雪与盐颇相似，而且雪与盐都是向下落的，而柳絮是
上飘的。

生2：我觉得“未必柳絮因风起”说得好，有意境，有诗的味
道，“撒盐”太生硬，“柳絮因风起”令人想到了雪莱的
诗“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对比“撒盐”，可谓
妙不可言。（正在探讨时，窗外风起云涌，不一会儿大雪纷
纷，学生立刻哗然，纷纷向外面望去）

师：“真是天公作美，为我们的课堂营造了一个浪漫场景”。
（同学笑）“大家不要错过实地观赏之机，看看到底‘大雪
纷纷何所似’会不会有更好的比喻？”（生聚精会神地观察，
并以小组形式讨论起来）

由于天气突然变化，引起学生注意力分散，但教师并未制止
学生的“溜号”行为，而是将教学内容与环境变化巧妙地结
合起来，让学生的无意注意转化为有意注意，使学生身临其
境感知课文内容。可谓“巧夺天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由上可见，教学机智实际是教师教学艺术的折射，教师只有
不断地学习，理智地思考，才能让机智的灵光不断地闪烁于



课堂，教师与学生的智慧才得以相互提升。

思考：

那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怎样灵活地运用教学机智顺利地完
成教学任务呢？

教学机智是较高层次的教学艺术，是教师个体教学风格的外
化和升华。教师高超精湛的教学机智是课堂教学实践中创造
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要在课堂教学的具体情境中努力做
到以下几点：

一、冷静面对，善于思考，寻找对策

课堂上经常有偶发事件。如果教师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面
对偶发事件，不能让理智战胜情绪，意气用事，便会错过因
势利导教育学生的机会。因此，教师面对偶发事件，应该冷
静应对，积极思维，随机应变，借机施教，化解尴尬。

二、真诚肯定，化解矛盾，因势利导

真诚是教师有效运用教学机智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对于
课堂上学生有意无意地干扰课堂秩序，如果教师只一味地训
斥，只能破坏良好的课堂气氛，会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长
此以往，师生关系紧张，学生得不到安全感。因此，教师要
在课堂上针对学生意外的说法或行为，采取幽默的方法，以
真诚的爱心既肯定学生的闪光点，又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
深化认识。

三、机智灵活，随机应变，柳暗花明

教学机智是教师才情与灵感的瞬间迸发，这来源于教师丰厚
知识底蕴和独特的教学个性。一个高明的教师经常能把课堂
的偶发事件行云流水般地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在“山穷水尽



疑无路”之时，寥寥数语，巧妙地引导学生感受“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喜悦，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
能预见到课的所有细节，而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
地在学生中不知不觉地做出相应的变动。”

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中有一
篇选自《世说新语》中的《咏雪》：“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
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
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
妻也。”

笔者读后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即兴教学，联系生活

文中说太傅给侄子们讲诗文，他并没有正襟危坐、严肃刻板
地按即定计划进行教学。而是即景生情，设疑、引导学生设
喻描写当时的雪景，把所学的知识用在生活实践中。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一下子雪下大
了，孩子们可能把注意力转向了门外的雪景。他没有批评孩
子们的不专心，而是接着讲他的诗文，因情设疑，让孩子们
用刚才学的知识描写此情此景。学用结合，以用促学，以用
深化所学的知识，学习生活化，生活学习化，把学习与生活
结合起来教学。在新课程标准指导的背景下，我们应有所启
示：教学是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不一定要死板地只教教
科书上的内容，可以联系生活进行教学。课中可以停下来随
机引用生活中的课程资源，使教学生动有趣，生活与教学联
系起来、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教学要因势利导，即景教学，
即兴提问，即兴作答，既开发学生思维又锻炼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
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这就是一个让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教学实例。在新课程
标准下指导的教学，就需要我们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教科书，
而忽视学生主体和学生的已有经验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
现代社会生活、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充分激发学生的主
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的学习方式。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个体差异及当时的教
学情景进行教学。

二、自由讨论，平等对话

在太傅出题后，胡儿与道韫都回答了问题，他们各自从自己
的内心出发，自由的讨论，这样的回答也许很多，但作者只
录下了这两个，太傅对这两种回答，只是“大笑乐”，并没
有明确表示谁对谁错，谁优谁劣，十分耐人寻味。在学生回
答意思基本正确的前提下，不要以成人的眼光去辨别优劣，
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让他们平等对话，自由表达，自
然地发展，自豪地做人，不要人为地给孩子划分优劣的等次。
特别是在学生答错的时候，不要怒目呵斥，更要耐心启发、
悉心引导。报之以微笑，鼓励学生再来一次，重试一次。

三、问题开放，自由回答

文中的问题：“白雪纷纷何所似？”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有无穷无尽的答案，而学生可以自由的回答，只要符合生活
实际就行了。我们以往的提问往往只设定一个“标准答案”，
把学生往自己设好的圈圈内引，把学生往一个目标带，限定
学生的思维，打击学生的创造力，把许多天才扼杀在摇篮中。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我们在教学中更应该深入反思自己，
尽力设计开放的问题，多角度、多层次训练学生的思维。



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咏雪》是一篇小短文，内容极为简单，学生通过“读——
再读——诵读”掌握了课文内容。于是我便讲古诗写作方法，
然后让学生练习补诗，将文中“白雪纷飞何所似，撒盐空中
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三句看做是七绝的前三句，启
发学生补出第四句，列在黑板上，学生开动脑筋写出了许多
语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美景各相异”一句与前三句
联在一起很顺口，而且还起到了总结全诗的作用，因而便选
了这句构成了一首诗。

通过练习，学生学会了仿写古诗。迁移练习找出古诗中“咏
雪”的名句，更让学生在比较中了解了观察的好处。学生们
还将这些咏雪的名句加以整理，摘抄到了本子上，做为一种
积累。

不足之处：

未找出咏雪方面其他体裁的'文章，使学生失去了一次比较阅
读的机会。

咏雪的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咏雪》是一篇小短文，内容极为简单，学生通过“读——
再读——诵读”掌握了课文内容。于是我便讲古诗写作方法，
然后让学生练习补诗，将文中“白雪纷飞何所似，撒盐空中
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三句看做是七绝的前三句，启
发学生补出第四句，列在黑板上，学生开动脑筋写出了许多
语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自然美景各相异”一句与前三句
联在一起很顺口，而且还起到了总结全诗的.作用，因而便选
了这句构成了一首诗。

通过练习，学生学会了仿写古诗。迁移练习找出古诗中“咏
雪”的名句，更让学生在比较中了解了观察的好处。学生们



还将这些咏雪的名句加以整理，摘抄到了本子上，作为一种
积累。

不足之处：

未找出咏雪方面其他体裁的文章，使学生失去了一次比较阅
读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