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岳阳楼教案 岳阳楼记教学反思(实用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
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登岳阳楼教案篇一

古文教学离不开预习，没有学生主动的阅读和预习，古文的
学习往往就是囫囵吞枣。在教学过程中，我按照教学安排，
利用早读时间认真督促学生预习，方式是自主预习和小组合
作讨论相结合。具体做法如下：让孩子们自己阅读，可以读
给自己听，也可以读给他人听，再把一些难解的字词做上记
号，带着问题去看注解或查阅工具书，主动解决;带问题或学
习成果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去，互相探讨，力求得出结论;解决
不了的问题以纸条的形式提交给老师，留待课堂上师生共同
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活动的空间很大，思考的余地很
多，老师所给的时间足够，让他们自由的发挥优势，发扬合
作学习的精神。结果，很多问题都是大家能够解决的，只有
少数问题，比如《岳阳楼记》中几个句子的朗读节奏和几个
过渡句的翻译向老师提了问。这样的方式理解的东西，才能
真正装进他们的头脑里去，才能真正消化和理解。在这样的
氛围中，所有的学生都努力参与其中主动学习，效果自然不
错。

古文学习最大的难点在于语句的理解，为突破这一点，在教
学过程中我努力实施三个“加”。所谓三“加”就是加大对
课文朗读的力度，加强对重点字词的落实，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整堂课，以诵读为主，以读促悟，而且读分读准，读
通，读美，三个层次，五个环节即自由读，分组读，跟读，
齐读，美读这样五个环节，收到了预期效果。这也符合古文



的教学特点。

重点字词的选择也费了些心思：记之(事)，衔吞(景)，得无
异乎?这几个字的解释正好可以点拨文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课文。同时借助多种形式进行：通假字、古今异义词、
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句子的翻译则放手让学生去尝试，
充分利用学生资源，让学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
必要时教师才作相应的指导。课堂上，我抓了几个重点句进
行赏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微斯人，吾谁与归?”既检测了预习效果又品味文章
的意境。

简介作者时，作者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的刻苦学习精神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德育教材。在品味语言，理解文章主旨时，
他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旷达胸
怀与崇高的忧乐观，更是探讨的重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学完文章之后，我还要
求学生在日记上谈谈自己的学习感受，以便进一步巩固德育
效果。

学完这篇名篇，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发现存在不少的问
题：虽然注意了放手让学生去尝试，但缺少学法的指导，比
如：读书时对于停顿、重音、语气等都缺少必要的指导。再
比如：翻译时没教给学生对于省略的句子成份，词序的调整
上作具体的指导，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如果说加大读诵
的力度和德育还算是素质教育的话，那么，文言词语的落实
与句子的翻译，无疑还是应试教育的味道太浓，有悖《新课
标》的要求。在当前以应试教育为主却又大力倡导素质教育
的情况下，文言文到底该怎样教?我小心翼翼的走在应试教育
和素质教育的中间，究竟该何去何从，我犹豫难决，彷徨不
定。



登岳阳楼教案篇二

《醉翁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者欧阳修向我们展
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大自然画卷，抒发了自己与民同乐的政
治理想。《醉翁亭记》应注重语言的品味与诵读，积累文言
词句，通过示范朗诵、自读和齐读等环节，掌握“也”
和“而”字的语气，了解本文语言骈散相融，节奏富于变化
的写法。本课设计在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先读懂课文，解
决文言知识的问题，再理解鉴赏文章内容，两者彼此关照，
相辅相成，以诵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以“醉”字为切入点，
理解“乐”的情怀。化繁为简，抓住贯穿全文的.主
线——“乐”字，并采取知人论世的教学方法，结合时代背
景和作者个人被贬的经历，帮助学生体会“乐”的情感，体
会作者文中蕴含着的“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教学课时：
两课时。第一课时要求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以诵读为主要
的教学方式，结合注释，疏通全文大意。师生共同总结本文
的重点实词、虚词和重点句式。第二课时以读贯穿，把握文
章结构，理解作者较为复杂的思想情感。

登岳阳楼教案篇三

真不敢相信，人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人。海伦凯勒出生19
个月就因为疾病而成为盲聋哑残疾人，她在莎莉文老师“爱
的教育”之下，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还学 会了说话。20岁
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哑人。不仅如此，她还成为
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致力于救助残疾人的事业，建立
了许多慈善机构，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更让人不敢相信
的是，竟然有如此耐心的老师——莎莉文老师。在没有任何
经验的情况 下，完全靠自己的实践摸索，极大的开启了海伦
凯勒的心智，并帮助她走向成功。收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
戴。奇迹，在师爱和奋斗中创造着。

《再塑生命》这篇课文写莎莉文老师对“我”启示世间真理，



给“我”深沉的爱，同时也展示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
求。

上课前，我利用三月的早晨充满生机，校园里小树发出鲜嫩
的绿芽、桃花粉嫩惹人，这样的美景我们看到是多么自然、
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而我们要去认识一位聋哑 盲女孩，对她
来说能生存下来已需要足够的勇气，但要有所成就，那简直
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走进这个奇迹，走进海伦凯勒的心灵世
界。海伦说：“我要把别人眼睛 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光明，
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当成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
我的幸福。”是谁让海伦凯勒走出痛苦的深渊?莎莉文无私的
爱重塑了海伦 凯勒的生命。而再塑后海伦的生命如歌，所延
续传承的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爱的故事。

在我的感召力下，大家富有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说出了全文
三小节的主要内容。在品味语言环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找
出了自己最喜欢或最感动的句子进行交流，同 时被海伦凯勒
的坚毅、顽强所打动，许多同学在畅谈感受时表示要以海伦
凯勒为榜样，勇敢地面对挫折，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这样战
胜厄运的人不仅仅只有海伦凯 勒，于是，我鼓励学生寻找更
多的“海伦凯勒”。像她一样身残志坚的人士。在这个环节
中，同学们说出了霍金、贝多芬、史铁生、保尔、张海迪等
等令人崇敬的人 士。我趁热打铁，让学生更多的关注身边的
人，或许这些人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令世界动容。

同时，这篇文章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很值得我们好好
品读，我让同学们反复朗读那些描写景色的句子;第三节中什
么是爱的那些感悟的句子。

在这堂课上，教师良好的情感引发了学生积极的情感反映，
学生主动学习，课堂上营造了情感交融的氛围，大家上课积
极发言，朗读也充满感情。



唯一不足，在时间把握上，还是过于纠结在细节上，没有从
大点上让学生能迅速进入下一个环节。

登岳阳楼教案篇四

有一幅描写岳阳楼的著名楹联，其上联写道：“一楼何奇，
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
阳每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写了四位著名历
史人物与岳阳楼有关的四件著名的事：杜甫的诗、范仲淹的
文、滕子京的政绩、吕洞宾的轶事。

其中关于范仲淹的文，没有直说他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
而是只说其“两字关情”——将一篇三百六十多字的著名文
章归结为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之所以要紧，只因一个情。这
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这两字，当然就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忧乐二字。一篇《岳
阳楼记》，虽然字字珠玑，要是没有这两句，不过一篇文字
优美的普通抒情散文而已，能否还会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篇
章不得而知，但至少不会如此地震撼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们的
心灵。而这两句表现作者伟大人格、令后人无限景仰和崇敬
的名言，要紧的也的确是忧乐两个字。忧天下之所忧，乐天
下之所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作者
何等崇高的牺牲精神！何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济世治国平天下。也许正因为这
一点，楹联作者才将范仲淹称为儒，而称杜甫、滕子京、吕
洞宾为诗、吏、仙。

登岳阳楼教案篇五

考虑到这样一篇文质兼美的经典美文，应使学生的身心得以
滋养，性情得以陶冶，人格得以润泽。此篇具有意境美、人
格美、语言美，是实施审美教育的极好教材。基于此，我把
引导学生鉴赏课文的美点作为整个教学设计的着眼点和归结



点。

在教学中，力求体现以下几点：

1、力求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课前通过以自主学习
为主，小组活动为辅的方式充分预习，对文本内容掌握，课
堂上基本由学生来支配，老师只起点拨、引导的作用。学生
自主品味、合作探究、归纳总结，课堂上学生活而不乱，师
生交流融洽尽兴。在愉快轻松的活动中，感悟古代优秀作品
的美，学习古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丰富复杂的感情，培养了
学生自觉学习古文的习惯，提高了他们阅读古文的兴趣，效
果是非常明显的。

2、既依托文本又高于文本。对作者峻洁的人格美的鉴赏，是
本教学设计思想性的极好体现。由范仲淹推及古仁人，理解
他们忧乐天下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同时给生活在喧嚣时
世的人以极好的人生启示。赋予经典作品以时尚的魅力。

3、以朗读促理解。这样一篇美文只有朗读，才能充分理解文
章丰富的思想内涵，悉心体会骈句辞采华美音韵和谐、散句
抑扬顿挫富于变化的特点，涵咏品味多变而优美的意境。

在本节课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如：对基础知识（实词、
虚词、重点语句等）强调不够，对学生理解有偏差的引导不
到位，课堂上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太少，学生朗读不到位时
指导不够等等。

总之，通过本节课的教学，看到了自己很多的欠缺，在今后
的教学中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但能在这节课的教学中，给予
学生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感受美的意识，我也就很高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