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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望天门山教学反思篇一

古诗是我国灿烂文化中一颗璀璨的宝石。学好古诗对于培养
少年儿童的想象力、陶冶情操以及继承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
意义。以下就是我教学李白《望天门山》的精彩片段和教学
反思。

教学思路：

谈话导入——课件欣赏——学习古诗——背诵古诗——古诗
配图。

片段一：入情入境，欣赏古诗。

师：就在我们安徽省当涂县有一处雄奇秀丽的景色，同学们
想去看看吗？

生：想，是什么呀？

师：早在唐朝时，大诗人李白来到这里，作下了流传千古的
《望天门山》一诗，现在请大家随着李白一同去游览长江吧。

利用多媒体展示给学生的是：李白兴致勃勃乘船顺江而下欣
赏天门山一处奇特景象，配乐，李白诵诗：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欣赏结束。

师：你们游览了天门山的景色，有何感叹？

生a：天门山真雄伟啊！

生b：长江真浩瀚啊！

生c：天门山真险峻，这里的江水波涛汹涌可称奇观。

生d：这里的景色真美，真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生e：李白很有才华，作了这么美的诗。

师总结：大家看得仔细，说得更好，你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
了诗中内容。

片段二：点拨难点，理解古诗。

师：想象“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画面。

学生质疑：

生a：东西梁山是高大的山峰，怎么能用动词“出”呢？

生b：“出”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师：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正是理解的难点所在。

师：把这句诗改为：“两岸青山相对立”好不好？

学生个个摇头，表示不赞成。

师：为什么不好，用“出”字有何绝妙之处？



学生冥思苦想，却张嘴结舌。

师：请大家再来欣赏课件。

学生看到诗人在茫茫长江之上，孤帆顺流而下，远处天门两
山扑入眼帘，显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身姿，这时“两岸青山相
对出”的感受就非常突出了。

生a：“出”比“立”好，“立”给人感觉呆板，而“出”给人
感觉活跃。

生b：“出”表现诗人在行舟过程中由远到近看到天门山的样子。

生c：“出”给了我们动感，天门山由远到近，由渺小到高大，
显现在我们眼前。

师总结：是啊，李白不愧被后人称为“诗仙”。一个“出”
字使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更让我们融入到诗的
意境中。让我们带着感情朗读这首诗。

学生反复诵读，感情升华。

当《望天门山》这首诗讲完，心里备感轻松。不光是按规定
课时讲完，而且在课堂上没有我反复冗长的讲解，多数是我
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交流。认真回顾一下整个教学过程，有
这样一个设计环节牵引着我和孩子们，让我感觉这首诗教下
来很顺利。

初备课时，反反复复看教材参考，自我感觉这首诗难讲。怎
样避免课堂上的一言堂，同时又要带动大家的兴趣呢？于是
教学初设计这样的环节：关于李白的诗我们学了很多了，通
过这些诗你觉得李白是个怎样的人？孩子们都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有的说他是个豪迈的诗人；有的说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有的说他是个大气的诗人；有的说他是个非常有才气、敢大



胆想象的诗人等等。同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孩子们还例举许
多的诗来证明。看来孩子们对于李白了解得比较多。下面就
请同学们跟随李白去欣赏一段美景，欣赏结束学生发出了由
衷的赞叹。接着让孩子们反复朗读《望天门山》这首诗，说
说这首诗给你留下什么样的感受？孩子们结合诗人的风格，
一下子就说对了这首诗的基调：壮观。紧接着发问：你是从
哪儿知道的？教师对难点适当点拨，抓重点字理解这首古诗，
感悟这首诗的非凡意境。让学生从“出”字中体会诗人敏锐
的观察力，精炼的语言，更让学生从侧面感受到天门山的形
态美。这个“出”字，让学生真正融进古诗中，融进意境中，
感受到诗人激越的创作情绪。在我的引导下，他们既说出了
天门山的险，又谈到了楚江的汹涌。轻轻松松学下了这首诗。

反思这节课，我没有从以往常规的教学步骤教学这首诗，而
是从诗人的风格上来作为突破口，即学了诗，又加深了对诗
人的进一步的了解。看来学习古诗这种教学方法也是挺好的！

望天门山教学反思篇二

《望天门山》全诗从“望”字着眼，前两句描写山川气势。
第一句先写山，天门山似乎是由于水流的冲击而从中间隔断，
长江水从中间奔涌而出；第二句写水，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被
天门山阻挡，激起回旋；第三、四句是写行船的感受，李白
乘船迎着阳光缓缓向前，感觉两岸的青山相对而来。

平日教学中，古诗的教学是我的短板，每当上古诗时，不是
一问一答，就是老师一言堂。在教《望天门山》这首诗时，
我尝试运用想象画面来理解诗意，在课堂上没有我反复冗长
的讲解，多数是我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创设情境让学生
在情境中自然而然学习诗歌。

回顾一下整个教学过程，以及专家的指导点评，我有以下几
点思考：



1.教学目标落实不到位

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我是根据本单元语文要素：根据关键词理
解句子的意思以及本节课的课后习题所设定的，但是在课堂
教学落实的过程中，教学难点，理解诗句的意思并没有做透，
教学效果不佳。

2.朗读训练不够扎实

（1）在这首诗中，初读，读准字音。在这首诗中，初读，读
准字音。再读，整体感知，想象画面。精读，理解诗意。这
是我本节课的的基本教学模式，但是课堂上却出现了初读并
未全部读准的情况，马燕在读诗句：两岸青山相对出这一句
时，读错了出字，这是我在本节课教学中并未预设到的结果，
初读不过关，再读就有了困难。

（2）学生读的时候，强调自己读，自由读，却出现了齐读的
现象，整堂课都是如此，表明学生对教师课堂上发出的指令
并未遵守。

（3）师示范读不到位。我的朗读是短板，在这首诗中我的范
读并未起到感染学生的作用，比较平淡，没有感情，没有抑
扬顿挫。

3.依赖网络资源是我这节课的一大失误策略，被课件绑架，
导致课堂上被课件推着走，环节套环节，忽略了教学的本质。

4.环节没有落到实处。这节课虽然清楚的设计了教学目标，
但教学难点没有突破，导入环节占用的时间太长，导致小组
合作学习因时间原因而取消，学生没有充分的进行讨论。本
课的教学目标也就没有得到落实。

5.教师没有融入到教学中，置身于诗外。



教师在教学中被学生牵着走，如：讨论从这首诗的景物中你
感受到了哪些颜色时，学生对青山，碧水的理解不到位，导
致学生谈到了江水、海水的颜色，教师没有将这一环节收起
来，没有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

6.教师个人素养有待提高，课堂用语较古板，不变通，没有
深挖语言。导致课堂教学一直处于平平淡淡的状态，毫无生
气和活力。

7.默写古诗并配上图画。 这个环节我设计了一个想象说话，
当如此美景展示在李白眼前，身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他会说些
什么呢？课堂陷入一片沉默，几十秒钟过后，有一位同时小
声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俊美的山。于是，我抓住这个
答案让学生体会李白当时激动的心情，学生带着激动、高兴
的感情读诗句。最后，我通过“日边”一词让学生理解，太
阳已经下山，金色的阳光照在水面上，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学生温暖的读一读最后一句。

8.回字的讲解。

9.作业：

望天门山教学反思篇三

这节课，较大的突破就是要改变了古诗教学逐字逐句串讲诗
意的传统做法。课堂上，从学生认识“天、门、山”三个甲
骨文字开场，由文字想象引出今天要学的古诗，通过出示甲
骨文，引导学生观察字形，不但帮助学生理解了课题，还使
学生体会到汉字具有表意的特点。在精读感知部分安排
了“三找”：第一次是找描写景物的字词，感受景物的高广、
辽远；第二次是找描绘色彩的字词，从“碧”的字形入手，
感知色彩的鲜亮，在让学生了解碧在古诗中的应用，丰富古
诗积累，除此之外，通过这一环节让孩子们感受画而的温暖
昂扬一青山、碧水、红日、白帆；第三次是找表示动作的字



词，重点从分析“断、开、回”的字形体会山的雄伟和江的
汹涌，之后又抓住“相对出”体会山的动态美。同时，在每
个环节感悟之后注重朗读感悟，如齐读、指名读、叠读等。
最后拓展链接部分介绍诗歌的写作背景，让学生深入了解李
白做此诗时的心情，最后结尾部分有感悟了古诗的吟唱，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节课下来，感觉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如缺少老师的范读，
整节课还是以老师问学生答为主等，如果再次上这节课，我
会先让孩子们反复朗读《望天门山》这首诗，读后，说说感
受，再说说自己学会了哪句诗？怎样学会的？在学生理解诗
句大意后，我对难点再适当点拨,进行品字品词，强化抓重点
字的理解，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以上是我的拙见，还请各位老师多提宝贵建议。

《望天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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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门山教学反思篇四

1、正确读写“断、楚、孤、帆”四个生字。

2、能正确背诵和并试默写《望天门山》。

3、试试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体验诗人热爱祖国山河
的感情。

教学重点

正确读写“断、楚、孤、帆”四个生字。能正确背诵。

教学难点

试试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体验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感
情。

试默写《望天门山》。

第一个环节导入，我以李白的《静夜思》为切入点，为学生
再次了解李白做好铺垫。学生很快就背出了这首诗，但对李
白不是很了解。

第二个环节初读，我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读古诗，这样为下
边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并在检查时为学生扫除不懂读的字的
障碍。

第三环节是读练相结合。我设计了师生互对诗句;口答填空题，
并试写;找出错的地方，改过来;背诵古诗四道练习题。目的
是让学生在练中达到熟读、达到背诵和识记古诗句中的字。
这环节学生学得非常好，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第四个环节是要求学生试用自己的话说说诗意，引导学生借



助注释理解诗意。这是教学的难点，学生很难说出，即使说
了也不是很完整，所以在这花很多时间引导学生，导致后边
的内容无法完成。

经过这一次的教学，使我认识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不
是很全面。如果再上这一课，我会把第三个环节的“试用自
己的话说说诗意”改为“根据诗意说诗句”，这样学习的难
度就会低些，也不会花过多的时间去引导学生说诗意。这样
就能更好地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总之本课教学，虽然有
遗憾，但是收获也不小。这堂课体现了新课标理念下的“学
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
导者和组织者。”教学中学生学得扎实，学得有效，取得预
期的效果。

望天门山教学反思篇五

《望天门山》全诗从“望”字着眼，前两句描写山川气势。
第一句先写山，天门山似乎是由于水流的冲击而从中间隔断，
江水从断口奔涌而出；第二句写水，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被天
门山阻挡，激起滔天的波浪，这两句所望到的.景物是静止的，
诗人却用“中断”“开”这些词从动态方面把它写活了；第
三、四句是写行船的感受，坐在小船上迎着阳光顺流而下，
感觉两岸的青山相对而来。非身临其境者，不能有这样的体
会，也不可能写得如此传神。形象地用“孤帆一片”来代表
一只船，这“一片孤帆”把天门山点缀得活泼起来，展现了
生动优美的意境，使读者仿佛也望到了天门山的壮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