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 每逢佳节倍思亲
教学反思(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篇一

《每逢佳节倍思亲》采用 “ 文包诗” 的形式，以叙述故事
来再现《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千古名诗的创作情景。
我在教学时注重了以下几点：

一、以题入手，诗文相融，感受诗境

从读题让学生突出特定时间“ 佳节” ，接着联系学生生活
经验，说一说自己知道的我国传统佳节有哪些？说这些佳节
里人们风俗习惯，为理解“ 佳节” 的热闹埋下伏笔。这样
让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体验与感悟，
尊重学生的个性化感受与体验。努力创设一种宽松和谐的教
学氛围，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其次，
设计第二板块—— 情景同现，读文悟情。先让学生紧抓重点
句段，体会长安人、诗人家乡过重阳节的热闹场面，紧扣“
热闹、兴高采烈、头插茱萸、欢聚” 等词，学生说意思，换
词理解词义，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象，并且设计了说话训
练，较好地又一次点拨学生用自己积累的重阳节习俗，体会
重阳节中人们那欢天喜地的心情，那家家户户团圆的美好气
氛，这样学生真正做到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
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这样“ 佳节” 那
美好的氛围，舒畅的心情学生体验水到渠成了。

二、回归古诗，品悟诗情



教学第三板块话锋一转——“ 王维开心吗？” 请学生边默
读边思考，从诗文中找答案：由刚才热闹的场景到现在的独
思有一个情感转换的空间，有沉思默想的空间。通过诵读诗
句，使学生能很快走入诗人孤独的内心之中，使得学生了解
到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缘由所在。在学生的情感已经到达
这一层面的时候，切入诗文“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 ，感情吟诵，学生切切实实地走“ 近” 了王维，体
现文包诗的特点，诗文交融。此时诗人思亲、思乡之情跃入
情怀。这种对比、这种反差，更进一步让学生走进诗人内心，
指名让远离亲人的学生谈寂寞、孤独、思亲，第三次拨浓了
诗人思乡情怀。在比较、对照中进一步加深学生的深切体验。
紧紧扣住课题“ 每逢佳节倍思亲” ，那日思夜想的思乡之
情又通过老师导说、配乐朗读、配乐吟诵，也使学生走进文
本，感受诗人之情达到高潮。

三、拓展延伸，突出诗文主旨

思乡之情乃是所有中华游子共同心声，通过拓展古诗，使学
生对王维的思乡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再次对文题有了进
一步的感受，学生的情感再一次受到强烈的熏陶和感染。这
样通过由浅入深，由字、词、句梯次推进，诗文结合，引导
学生自由出入于古诗词与现代文两个不同的文化殿堂。

从研读教材到备课、上课，对一线老师来说都是一次历练。
通过这次活动，我意识到在教学上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我
将找准方向，不断探索。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篇二

教学这课，我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首先，学生有
过学“文包诗”这类课文的经验，发现此类课文有共同的地
方，那就是诗歌的意思、情感等很多方面都能在课文中找到，
所以在理解时很多学生通过反复读文去学习诗歌。其次，学
生在《古诗70首》上已经积累过这首诗，了解过它的意思，



因此对课文要表达的大致情感，学生也是略有所知。因此，
在教学时，我紧紧围绕诗歌，从文与诗的融合上着眼，学文，
以诗为线索，学诗，以文为参照，将诗文有效结合，在感悟
古诗的时候，不仅仅停留在诗句的字面意思，而是还体会了
诗句背后的情味和意蕴，同时通过诵读文本和诗句，理解并
体会诗人王维的思乡情感，使学生展开与文本的.对话，将思
维的触角深入文本，引领学生读出诗句背后的那份情、那颗
心、那种味。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篇三

首先想感谢，感谢带给我帮助的每一位老师。特别是在针对
某些看法时有些老师不但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还给出了
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如果说这两次课例活动中我还有些许
的进步，那么我想，这是与每位老师的指导、帮助密不可分
的。以下是综合一些老师的建议、结合我自己的认识、想法，
总结出在本次课例活动中出现的或是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评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在学生对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
答后，老师应及时、恰当的给予评价。但这评价不能只停留在
“你说得真好”“你说得真棒”……，这些表面的，不深入
的词语上。老师在引导学生之间相互评价时更应该注意这一
点。如：刘东旭读完古诗后，我问学生他读的有没有感情？
而这个问题首先就使学生的回答限制在了“有”或“没有”
这两个范围之中，无形之中使得学生很难再有创造性地对刘
东旭进行评价。并且学生还会有一种潜意识的认为：老师让
我来评价其他同学那我就只说出他不好的地方。所以李莹评
价时就只抓住了刘东旭不足的方面来进行。这样的评价很大
程度上会使学生有一种挫败感,使学生丧失一定的信心。而这
样一来，就使“生与生”之间的评价这一环节变得没有实际
意义。因此,老师在平时的课堂上应有意引导学生在评价别人
时,应以肯定为主,以实事求是为依据.另外在培养学生评价能
力的同时,老师也应充分利用学生的向师性,根据自身的良好
示范性作用来有效的影响学生。记得在我之前几次讲公开课



时，便有老师给我提出这方面的不足，但下去之后并没有专
门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另外，这两次在下面备课时，针
对有些预设的问题也设计了一些评价言语，但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面对学生形形色色的回答，我之前设计的那些针对性很
强的评价言语又显得格格不入了。由此也使我更进一步的想
到：教师在课堂上的应变能力、临场发挥能力其实都来自于
课下各方面知识、多方面技能综合的基础。因此，扎实的基
本功，丰富的多层面知识储备也是上好一节课必不可少的因
素之一。而在这个方面，我还需要加倍的努力。

学生的主体性是否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看了教学实录以后，
和办公室的老师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感觉整节课下来，老师
说的话远远多于学生说的话。可是回顾了整个教学过程后又
有了疑问：针对学生的背景情况（学生大多为外来务工子女，
理解能力以及素质底蕴较差），如果老师不说这些话学生能
否理解文本、深入文本？或者说，可以运用哪些更为有效的
方法使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得较为全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还需
要请教更多的老师来帮助解答，此外自己也应该更加全面、
深入地来思考这一问题。

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其实我也有同感。反应快、思
维敏捷、认真思考的学生反复站起来回答问题。而一部分学
生始终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教师或是学生之间进行互动。课后
仔细想了想认为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平时在课堂上老师
没有很好地为学生营造独立思考的条件。可能很多情况下是
老师代替学生或是一些基础素质较好的学生代替了更多的学
生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一部分学生在思考问题、
回答问题方面形成一种惰性，没有养成积极良好的习惯。另
一方面，教师对一些问题进行设计时没有周全的顾及到大多
数甚至是全体学生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这一因素。因而这
一原因也有可能造成“提问冷场”。并不是学生听得不认真、
不专心，也不是学生懒于动脑、不愿思考，而是对于老师的
提问学生无从下口，不知该怎样去回答。因此，在今后的教
学活动中应注重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



在一次次的不足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提升自我。
在一次次的反思中快速成长。这是我的深切感受，也是我的
坚定决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篇四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学生并不陌生，但出现在课
文里，要求就不一样了，学生要能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
人身居外地在重阳佳节思念亲人的思想感情。

本文采用“文包诗”的形式，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中的名句“每逢佳节倍思亲”为题，浓浓的亲情跃然纸
上。第二课时教学中，引导学生将故事短文与古诗对照起来
阅读思考，借助短文，理解诗句，体会古诗的意境和情感。

先要让学生读懂这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先简要介绍了这首诗
的写作背景和原由，唐朝诗人王维，15岁就离开家乡，两年
之后的重阳节，看到家家户户登高游玩、欢度节日的情景，
思绪万千，明白如话的语句，拉近了学生与诗人的距离，为
学生理解诗句、感悟意境、体验情感作好了铺垫。在此基础
上，引出王维的这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先理解字
面意思，诗用词自然却又极度凝练，一个“独”，两
个“异”，把那种独自在外、人地两疏的情景表现了出来，
同时透露给人们寂寞的心情，“倍”字倒出了诗人思乡情浓。

让学生划出解释古诗后两句的意思，其实就是课文的第三自
然段，这是对“思亲”情境的具体描绘，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体会此时诗人激动而复杂的情感，“总要”“头插茱
萸”“手挽着手”“登高远眺”的情境，体会如今“天各一
方”“不能相会”的遗憾，“一定也在登高聚会，西望长安，
思念着我”的想象，要让学生懂得看起来是兄弟们思念处在
异乡的自己，实际仍是写自己思念家乡兄弟们的一片深情，
反复指导朗读，体会诗人内心的激动与神往，最后指导反复
吟诵古诗，并告诉学生“每逢佳节倍思亲”已成为许多身居



他乡“游子”表达思乡之情的佳句。

学完后，帮助学生进行了拓展与归类，我们曾学过的“文包
诗”的形式的课文有哪些，体现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古诗
有哪些。

每逢佳节倍思亲评课稿篇五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一篇 “文包诗”。在课文中不仅呈
现了王维的旷世之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而且通过一
个故事的形式来形象地解释王维的这首诗，故事融入了作者
年少离乡，适逢重阳，遥想亲人的深深情思。文章以脍炙人
口的名句“每逢佳节倍思亲”为题，透出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每逢佳节倍思亲”可以说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
诗的灵魂，教学中，我扣住 “思亲”引导学生读文，扣
住“思亲”引导学生品词、品句、品读，使他们的情感与作
者产生共鸣。第一自然段抓住“15岁”和“已经两年了” 引
导学生感受王维年幼离家身为异乡客的那种孤独；第二、三
段抓“倍”这个字，对思亲进行深化，引导学生从“王维看
着家家户户欢度重阳节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这句
话，扣住“更加”一词，理解“倍”字，初步感受王维无法
和家人团聚的遗憾以及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再通过“如今天
各一方，不能相会”和文中那个省略号，去感受王维无法和
家人团聚的遗憾以及对亲人深深的思念，将“文意”与“诗
境”对应起来，引导学生披文入境，自读自悟，让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入境”“妙悟”，升华内心的情感。

诗是中国的文化的一种表现，有着非常丰厚含义，要让我们
的孩子觉得语文有吸引力的，那首先应该设计好教学语言。
整堂课，我的语言也尽可能体现语文味，充满感情以此来吸
引学生。同时努力创设情境，让学生充分诵读。诵读的形式
很多，而且还让学生把自己当成小王维，把看到人们是那么
快乐更加感受到孤独的感受通过朗读表现出来，配乐吟诵整



首诗。多样化、多数量的朗读成了他们表达情感的宣泄口，
从而使学生一步步品出了诗韵。

但在教学过程中，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街上的热闹和
王维内心的冷清作对比，还需更务实地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