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优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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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在教学中创设生动愉快的教学情境，能使学生心情舒畅，学
习兴趣高。这节课，我在多处创设情境，使教学过程有声有
色。如：我以学生喜爱听的鹅叫的录音导入新课，学生兴趣
盎然。然后让学生看cai动画：杨柳飘舞，几只白鹅在池水里
昂首鸣叫，红掌拨水……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听诗歌朗读，
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诗的意境中，从而以良好的心态投入
到学习中去。

诗句用语言描写的情境，通过多媒体再现出来，就变得具体
可见，能帮助学生感受形象，进入情境。因此在教学中，我
及时展示多媒体课件中的动画设计部分，如展示“曲项向天
歌”的'动画，对鹅的颈部进行特写，一只鹅反复地伸缩脖颈，
这样，重点词语“曲项”的含意就迎刃而解了。又如“红掌
拨清波”的动画，特写“拨”的动作和水波向四周荡开的景
象，突出鹅可爱的姿态。多媒体的运用，声音和图像的想象
结合，给学生强烈的印象，促进了学生对诗意的理解，在随
后的朗读训练中，学生寓情于景，很好地把自己的感受尽情
地抒发出来了。

古诗的朗读背诵是教学的一个重点。在朗读训练这个环节中，
我采用了范读、小组读、个别读、配音读、表演读等形式，



给学生创设美的意境，体会诗句的优美，鹅的可爱，激起学
生的感情。现时，许多新的念头在孩子们脑海中闪现，充满
了创造热情，在教学中，我营造了一个让学生放飞想象的情
境：假如你是水中的一只大白鹅，你会说些什么呢?在这个情
境中，学生大胆的想、尽情地说，使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散，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

古人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学生进行朗读、想象之后，
动手画一画，学生画出了蓝天、白云、垂柳、碧波、白鹅，
把诗中描绘的景象形象化了，进入了自由想象的空间，乐在
其中，音乐和表演往往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使人心驰神往。
教学中，我借助音乐来渲染情境，借助表演来表达情感，在
学生诵读诗歌时，同时播放节奏轻快的乐曲，让学生尽情表
演，他们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可爱的白鹅，在池塘里悠闲的
拨动着碧波，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就这样，学生在一个宽
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中，感受了美，记住了诗句，学会了字
词。

我认为这堂课是成功的，学生在看一看、读一读、演一演、
说一说、画一画的环节中，全身心地参与，在情趣中进行学
习，在愉悦中克服困难，在体验中感悟知识，在满怀热情中
不断取得成功。

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优点之处：

1．抓关键字词，体会情感。在设计中我抓住诗句中的动态
词“开、出、回、来”，体会作者把景写活，在体会中，我
善于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想像，每一句诗即是一幅画，引导
学生抓好这些关键字词，想像画面读出情感，感悟诗人的喜
爱之情。



2．学习生字时，由于是二年级的学生不用像一年级那样，我
适当放手让学生从己有的知识想出识记的办法，注意了低中
年级的对接，而且我还运用了字理识字的方法来辅助学生识
字，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识记和积累。

3．注意语文课“听说读写练”相结合，实现学生的“双基”
训练。在设计中，我将这五要素融入到课堂中。古诗以诵读
为主，我在指导读时，则结合自己参加语文朗读培训班时学
到的古诗朗读技巧来指导，引导学生朗读古诗时，注意“横
看三字尾，竖看起承转合”，教师范读指导，激发学生读古
诗的兴趣。

4．在学习过程中，关注差异，培养团结合作的能力。在课堂
中，问题简单的给后进生回答，难的，同桌互助，如有自学
后两句时，这方面的关注会更突出一些。

不足之处：

1.教学时间的安排不适当，出现前松后紧的情况，在各个环
节的时间分配把握不是很好，这还需不断地进。

2.在引导学生理解诗句进，方法“增换调补”没有落实到位，
出现学生在回答理解诗句时，还是停在按字解释上，只有几
个尖子生可以用，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难度，还需在今后的教
学中多使用。

3.在指导朗读时，由于时间的分配不妥，所以在“悟情”环
节中，没能更深入地去体会诗人的情感，所以学生在读时，
诗人味没读出来。通过《古诗两首》的教学，力求体现素质
教育的思想。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

改进措施：



1.上课时间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时间，每到一个环节都有意识
的去看看时间，严格按照备课教案来上课。

2.低年级重视多读，以读助讲。减少老师的废话。

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一、 激发学习兴趣、唤起参与热情  

三、以读促悟，重视语感 

初中文言文教学的侧重点应在于朗读背诵，词语积累，疏通
文段。诵读是学

四、以疑质疑，努力探究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初中语文古诗教学反思。

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10月15日，我们一行七人来到滨州市清怡中学和授田英才学
园参观学习。据说他们这里正进行着目标教学的改革，我们
就是冲这个去的。

第一节课我们听的是初一三班的一堂语文课。老师执教的课
题是《古代诗歌四首》。教学分四步进行：一是回忆上节学
诗方法；二是小组合作学习其余三首；三是展示交流，教师
点拨；四是作业延伸。可以说整堂课教学思路清晰，目标明
确，也充分发挥了小学合作学习的作用，是比较成功的。听
课之后我们几个都心头热热的，有伸手一试的欲望。

回校之后，恰恰赶上我们课本上的古诗两首，我就跃跃欲试，



想一展身手。按着听课学到的方法，我首先让学生回忆以前
学习古诗的方法，从而引出了本节课学习古诗的方法——解
诗题、知诗人、懂诗意、悟诗情。接着就让学生分小组自由
学习古诗。集体汇报阶段却没有预想的顺利，学生几乎连最
基本的都没学到，更不用说探讨研究了。

别人的课堂，红红火火，我的课堂用同样的方法却不行，原
因应是多方面的：三年级小学生年龄太小，还不会合作，不
知道交流，不知道该讨论什么；他们缺少自主学习的资料，
合作探究无从做起，比如对诗人的了解，手头没有资料，但
平坦就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我们的课堂改革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教学生学会合作，让他们
知道合作该学什么，该如何合作。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套配
套学习的资料，让学生探知有据。

语文古诗咏鹅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古诗又是小学语文教材中一类特殊的课文，从语言文字上看，
它用的是古汉语；从表现形式上看，它含蓄、凝炼、节奏强、
跳跃大；从叙写的内容上看，它离我们的时代较久远。因此，
在古诗教学中，教学的风格也越来越多，有重视“逐词逐句
稳步理解诗意”的扎实式教学，有追求“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也会吟”境界的诵读积累式的教学，有崇尚“在自学
中提高理解古诗能力”的放手式教学，有沉迷“进入意境，
品味诗意，写成小品文”的赏析式的教学等等。我觉得低年
级语文教学不管采取何种教学风格，应牢牢地抓住学生的年
龄特征，创设自由、和-谐、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基础上，
以层次性的朗读、吟诵为重点，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感悟诗
境，活化古诗词的形成过程，重新焕发古诗词的生命活力和
人文精神。

一、牵一发动全身



古诗与现代文不同，字少意深，理解诗意是教学中的头等大
事，而借助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诗意是有效的途径之一，但平
铺直叙地逐词逐句地提问讲解或问题居高临下，不考虑学生
的实际，均会影响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和效果。我认为，把
准脉搏，切中要害，提出问题，难度适中，既要考虑优等生，
又要顾及中下生。如教学《山行》一诗，全诗28个字共写了
六处景物，弄清楚这六处景物极其特点也就成了理解诗意牵
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所在。因此，教学中我主要提了“全诗写
了那些景物，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一个问题，顺着对这
一问题的逐步理解，结构严谨的诗当现代文来学，化难为易，
学生学起来积极踊跃，老师教起来轻松自然，丝毫无“滞”、
“涩”之感，效果明显。

二、当讲时就要将请清

小学教材中所选古诗大多属于唐宋时期，历史久远，文言色
彩浓厚，所以很多字词的意思与现代文相比，相差很大，学
生往往在理解时会产生异解现象。对于这些难度较大的词，
老师也可让优等生采用查阅资料等自学方式去理解，但对于
中下生的能力未必能找到确切答案，还可能会造成大量时间
和精力的浪费，反而影响了对整首诗的理解；使古诗教学苦
涩无味。我以为，像这些词，就应“当讲则讲”，即向学生
毫不保留地讲解，灌输。如《山行》一诗，对“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句中“坐”、“于”两字的理解，
就可采取老师向学生完全讲授的形式，省时省力，效果实在、
明显。

三、读读议议

古诗，讲究韵律，结构严谨，用字精当，有些字词的意思似
乎很明白，但放到具体诗句中理解一时又很难与整体连成一
片。这些字，往往要经过老师的诱导和学生集体的`讨论才能
逐步得出结果。同时也很好佳地锻炼了学生语文学习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字词理解，决不可轻易放弃，应“当议



则议”。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中“寒山”的理解
就是此例，若让学生自学则会理解成“寒冷的山”，若老师
讲解则让学生失去了锻炼的机会，理解也不会深刻。教学中，
我设计了如下三个小问题诱导学生讨论：1、诗写在什么季节？
2、秋季山上的景物有什么特点？3、这样的景色特点给人什
么感觉？在回顾全诗逐步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学生自然深刻
地领悟了“寒”字的意思。

四、当放则放

大凡唐宋古诗，内涵丰富，意义深邃。而不同的个性，不同
的境遇，不同的文化水准对诗都会产生不同的见解，所以古
诗教学，若局限于对表面诗意及浅层次的且固定式的思想感
情的理解上，不仅把美诗学死了，还遏止了学生个性的发展
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以为，古诗的教学，能使学生初步理
解诗意和思想感情外，还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等特点，大胆放
手，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充分体会作者当时当地的心境，
对诗进行较深层次的感悟，即需“当放则放”。如《山行》
的教学，在学生能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我没有结束教学，而
是设置一个学生能自由发挥的过程，即让学生根据诗所描绘
的意境，扮作诗人，亲自去感受大自然，再感悟诗意，并写
成小品文。而之后，当学生再一次回过头来品味诗的时候，
看到的不再是一句句生疏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生
动的场面。

以上是古诗教学中应注意的四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教学
中不是独立分开的，而是融会贯通的。而要真正把握好这几
方面，教师必须严把教材关和学生关，切中要点，就能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弄巧成拙。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