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山
居秋暝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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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最近我在《山居秋暝》这首诗歌的时候，并没有运用到多媒
体，让学生赏析诗歌中的意象时候，学生不能把王维诗歌中
美丽的画面描写出来，我想语文课要多用多媒体。

活用多媒体，它可以带领学生、激发学生去解读课文，领略
课文语言的妙处。如展示山间月夜图，让学生展开联想，联
系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学过的文学作品中表现
的感情，对比文章的语言和情感，引导学生领略诗歌的妙处。
展示山间月夜，让学生对比文本，找出图片能表现课文哪些
内容，哪些内容无法表现，并让学生设想如何用媒体来表现
诗歌手法的妙处。语文课堂上适当使用多媒体，能调动学生
多种感知器官参与学习，手、脑、眼、耳并用，化抽象为形
象，激发学生的语文兴趣，帮助学生把握学习重点，突破学
习难点。学生看不懂故事时引导学生解读课文语句，然后让
学生通过对文言的解读和理解，分组给动画配音，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教学，站在主题地位，在不知不觉中解读了语文文
本，又进行了听说训练，激发了对文言文阅读的兴趣。

由于年代的距离，许多文学形象学生已经无法直接体验，活
用多媒体，往往能创设审美情境，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唐
诗，是许多人都喜欢的，但学生已无法直接体验到盛唐气象
的豪迈壮阔。因此，在学习李白诗歌之前，不妨让学生玩一
玩游戏《大唐诗韵》第一节，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盛唐



生活，感受诗歌的魅力，理解李白在当时的名声和性情，从
而更好地理解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的刚正不阿的气质。

多媒体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学
生是活生生的人，从小都在模仿中不断创新。只要教师不以
定论论媒体，又怎怕学生没有创新？何况多媒体本身就会引
发学生无限的创造性。比如看了电影《祝福》，学生自然有
疑问：电影《祝福》的情节安排是否合理？课文的情节安排
与电影比较谁更号好？从而引发“我来导演《祝福》大讨论，
让学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完成审美再创造。

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首先，组内教师们肯定了七班学生的课堂表现，认为课堂氛
围较好，学生积极性较高，能参与到展示当中。这一点，一
方面得力于学生对公开课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
们的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理解能力
与表达能力不错，只要能多加引导、鼓励，他们也可以表现
的很好。

其次，时老师与王老师都提出了一点，就是《山居秋暝》作
为一首诗歌，学生读的不够多，仅仅是在授课之初分小组进
行了齐背，有感情的示范性朗读缺乏，未能将诵读贯穿于整
堂课中。这个意见非常中肯，点明了我授课的一大不足。平
时上课，对于诵读的引导就有缺陷，机械的将背诵与讲授分
开，这就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成了死记硬背，对于文字美、
意境美无法真切感受。因此，在日后的教学中，要特别注意
把诵读与讲授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读中体味感情，把握诗
歌。

再次，李老师与秦老师还对导学案的设计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尤其是对于“志趣”、诗歌具体意象等问题做了讨论，并就
如何设置导学案上的问题做了探讨。通过与老师们的探讨，



才发现导学案上个别题目的设置不够准确，个别问题的表述
不够明确。因此，在以后准备导学案的过程中，对于设置的
题目要有针对性，所问所指要具体明确，同时，还要保证课
堂连贯性。

第四，课堂上教师的语速过快。针对这一点，必须自己从心
底做出重视，一年多的教师生涯，听课老师曾多次反映我讲
课语速过快的问题。以后上课，开口之前，要首先告诉自己，
说话慢一点，再慢一点，保证每个学生都听到明白再继续往
下说，毕竟，进度不是最重要的，让学生学会听懂才是目的。

最后，是我个人对自己课堂的一点反思。这节课，通过老师
引导学生展示，暴露出我准备的仍旧不够充分，虽然课前查
阅了大量资料，并在八班展示过一遍，但具体细节自己还是
把握的不好，对于学生课堂上生成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调控引
导，这不只是因为自己课堂掌控能力不足，更是知识经验缺
乏的表现。一堂成功的课，靠的不仅仅是三四天的准备，而
是知识的日积月累，因此，平时一定要加强专业学习，在吃
透教材的前提下，广泛涉猎，多读多思，丰富自己的知识储
备，为顺利授课打好基础。

作文课上，曾经不只一次的告诉学生，写作文要有自己的思
想，力争让笔下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能令自己自豪。作为老师，
平时授课，又何尝不是这样?每堂课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结
晶，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我们都应该在心里自豪的说一声，
这节课，展现了我的最大能力，我上的很好，值得我骄傲。

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1、了解作者王维的生平、作品风格。

2、通过解读诗句，品味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美感，掌握学习
《山居秋暝》的艺术技巧；3、指导学生体味诗人寄寓其中的
情感。



【教学重难点】

1、指导学生通过朗读带动对全诗内容的理解。

2、通过解读诗句，学习该诗的艺术技巧。

3、体味诗人厌恶官场、归隐山林的愿望及追求。

【教学方法】

朗读法、讲授法、讨论法。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中国堪称诗歌的国度，而唐朝是一个诗的时代，是中国古典
诗歌的光金时代，那么，我国的古典诗歌都有哪些类型呢？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唐朝不仅在诗体上创造了五七言近体诗，完善了七言古体诗，
还孕育出一个灿若明星的庞大的诗人群体。其中，除了有同
学们熟悉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还有在唐诗的天
空中熠熠闪光的世称“诗佛”的——王维。

二、具体研习《山居秋暝》

1、解题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
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生再齐读

3、逐联理解诗句

（1）问：首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晚来秋”不是
“晚秋”，而是“秋天的傍晚”。

明确：首联紧扣诗题，点出了地点、天气、时间、季节，营
造了一种空旷清幽的境界，暗含诗人归隐的情怀。

板书：

首联：铺设画面的基调：清幽。

（2）问：颔联又描绘了一幅什么图景？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
示范了一次，这次就请同学们自己来说说。

（学生回答）

明确：皎洁的月光透过松树的虬枝翠叶，星星点点地洒了进
来；清清的泉水从石上淙淙流过。问：概括颔联写了什么？
明确：山中具体的景色。

问：那么山中的具体景色有什么样的特点？明确：明洁。

明确：动静结合。板书：

颔联：山中的具体景色：明洁动静结合。

（3）问：结合注释，想想看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又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学生回答）

明确：竹林里传来欢声笑语，原来是洗衣的少女洗罢归来；
荷叶纷披，原来是打鱼船顺流而下。问：概括颈联写了什么？
参考颔联我们概括出来的答案。明确：山中的人事活动之景。



问：从作者的描述中，可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怎样？明确：
悠闲、自由。

明确：颔联侧重于写物，颈联侧重于写人。

颔联表现出山村的自然美，颈联表现出山村的生活美、人情
美。板书：

颔联：山中的具体景色：明洁（自然美）动静结合。颈联：
山中的人事活动：悠闲、自由（生活美）。4、分析诗人的思
想感情（1）问：前三联写了哪些意象？（学生回答）

明确：空旷、清幽、宁静、明洁、清新、悠闲、自由。

明确：恬淡、闲适。

（4）问：看到这样清幽、宁静而清新的景象，作者的心情应
该是怎样的呢？

明确：喜爱。

明确：诗人对山中生活的留恋。

（6）作者为什么喜爱“山居秋暝”的生活甚至愿意留下来？
对这里的生活感到留恋？明确：“山居”的自然美、人情美。

（7）那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

明确：没有，现实中作者身处纷纷扰扰的官场。

（8）这里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愿望？

明确：表达了作者欲远离尘世归隐山林，不再回到纷纷扰扰
的官场中去的强烈愿望，即尾联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生活得厌
恶，追求隐逸的生活像这种在诗歌的结尾表达作者心志和情



怀的篇章结构，我们叫做卒章显志。

板书：

尾联：对山中生活的留恋：隐逸情怀、卒章显志。

（9）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呢？这可能跟作者的经历有
关，下面请一个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维的基本情况。

明确：王维，字魔诘，山西太原人，唐开元九年中进士，他
做的官较多，最大的做到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著有
《王右丞集》。

王维深受儒、佛影响。他早年出仕，也曾有过积极从政、曾
一度有过匡世济时的理想。特别是在张九龄拜相以后，王维
曾极力称颂张九龄的一些政治主张，得到张的赏识与信任。
因而早年的诗歌以游侠和边塞诗为主，诗风豪迈、气势雄浑，
表现了积极的政治抱负和爱国热情。

但随着张九龄的罢相，王维的仕途也渐趋坎坷，朝廷奸佞专
权，政治黑暗。面对黑暗现实，他既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
污，又不敢同他们决裂。因此后期他采取了半官半隐、全身
远祸的生活方式，走上了寄情于山水的道路。诗歌主要是反
映淡泊闲适的山水田园诗。

这首诗就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

三、小结：

1、归纳本诗主旨：

大家还记得我们归纳主旨的公式吗？一起来回忆。然后大家
思考这首诗的主旨，把它写在纸上，待会儿请两位同学来回
答。



（学生回答）

追求）的思想感情。

2、归纳本诗艺术技巧

借景抒情、动静结合、卒章显志。

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通过《山居秋暝》的教学，让我发现，在课堂上，弄清一首
诗歌的主题和文字字意的理解并不难，关键是要让学生会提
取诗中的意象进行想象、分析和理解。我发现大部分学生只
能从表面上理解诗歌，并没有走进诗歌营造的意境里边去。
对联想和想象的运用不够，更谈不上陶冶情操啦！当然，部
分学力有余的学生，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感兴趣，对此，在
课堂上导引不够。还有，阅读后，学生的见解五花八门，引
导不是非常成功，个性化阅读教学有待提高，而且教学设计
上也没有强化。今后在这个方面应该加强。在这，课堂上此
诗的山水田园特色和本诗的风格点拨不深，不易于学生的深
入理解，对对话的理解和也能用还很不够。同时，要求学生
在课余时间加大阅读量，把读书变为一种习惯，一种兴趣。
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进一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个性阅
读。多给时间学生去想象、品味和交流。

山居秋暝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山居秋暝》选自语文出版社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
划新教材基础模块上册第五单元唐诗宋词选读第十六课，是
唐代诗人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作者从山居之景，山居之人
两个角度诠释了令人向往的隐居生活，以空山、新雨、明月、
松林、清泉、岩石、竹林、浣女、莲花、渔舟为意象，描绘
了一幅山中秋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意境空明宁静而又充满
勃勃生机，动与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隐居山林，



闲怡自适的心境。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职业高中的学生语文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对古诗词的鉴赏
能力相对较弱，如何教会学生鉴赏诗词，提高学生的诗词鉴
赏能力呢？我以《山居秋暝》这首诗为切入点，紧紧围绕教
学目标，设计“导、“知”、“赏”、“练”、“评”相结
合的学习步骤，使学生学会鉴赏诗词，为本单元其他诗歌的
学习打下基础。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发现，让学生弄清一首诗歌的主题并不
难，关键是要让学生会提取诗中的意象进行想象、赏析和理
解。因一节课时间有限，今后要进一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多给学生时间去想象、品味和交流。美好诗意的课堂，行云
流水的笔触，刚柔并济的气势，沧海桑田的回味，是我追求
的目标，我相信，只要耕耘，一定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