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教案古诗草 古诗教学反思(通
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教案古诗草篇一

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古诗两首》教学反思。

时值初夏，学习古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和《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似乎稍显略早些。不过没关系，学生对夏
日独有的风景已然经历过多年，不会影响学生对古诗内容的
理解与认识。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为宋代杰出诗人苏轼所作，写
的是疾雨急来急去的变幻景色：黑云像打翻的墨水还未来得
及把山遮住，白色的雨点就像珍珠一样乱跳，蹦进船里。忽
然一阵卷地而来的大风把云和雨吹散了，此时从望湖楼上向
下看，湖水就像天空那样广阔，一片汪洋大海。全诗四句话
写云、雨、风、水，生动形象；写山、船、地、楼，句句求
实，堪称写实景的佳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为宋代诗人杨万里所作，写的是晴
好天气下西湖中莲荷的壮美。前两句议论，后两句写景，景
在议后，目的是突现景美。到底是六月中的西湖，这时风景
和四季不相同。你看——与天接连的荷叶无边的青绿；与太
阳相映的荷花和往常不一样的艳红。

两首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诗题内涵丰富：点明时间、地
点、事件和心境。两首诗同写六月的西湖景色，各具特色，



各有风味。文中两幅插图，分别表现了望湖楼急雨的奇特景
色和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奇丽美景。

两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非常值得学生品味。教学时，为
了让学生在理解古诗内容的同时能品味出两首诗的异同，我
引导学生先从文中的两幅图入手，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印象。
接着，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感受西湖在不同景色下的奇特景象。
同时，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透过精美的`多媒体画面，
看到动态，看到色彩，看到变化，入境入情。最后，抓住两
首诗各自描绘的景象的特点，再次诵读、理解诗歌，让学生
在情境中受到美和情感的熏陶。

幼儿教案古诗草篇二

在教学《赠刘景文》这课朗读感悟之前，让学生查找资料，
了解诗人的情况，再听教师范读，感受古诗的韵律节奏美。
学生自己模仿读，读准字音，读出韵律节奏，再小组合作：
朗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词句。全班交流：课堂讨论疑难词
句，教师可以通过投影或多媒体课件重点讲解“擎雨盖、傲
霜枝”的意思，帮助学生读懂诗句。师生交换读，双向反馈。
学生不断模仿教师读，教师可对学生不足指导读，学生在反
复朗读中初步感知这两首古诗的大意。启发想象，感情朗读；
反复朗读，感受意境；感情朗读，引导背诵；美读品味，体
会诗情。

在朗读本诗时，有些句子较难读，所以这时就需要老师去领
读。在导入《山行》这课时，学生通过“寒山”、“霜叶红
于二月花”等词句，很快判明《山行》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
节的景色。这样，语言文字训练具有相当的力度，学生的主
体活动也得到明显的优化，达到了“课伊始，练已精”的境
界。

教师在导入新课时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变学生被动学
习为学生主动参与；变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为教师指导学



生自己学习为主；变以学生“洗耳恭听”为主为学生积极思
维为主；变“师—生”的单向交流为“师—生”、“生—
生”的多向交流，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幼儿教案古诗草篇三

这节课，较大的突破就是改变了古诗教学由老师牵引着学生，
逐字逐句串讲诗意的传统做法。课堂上，从学生自由背诵学
过的古诗开场，引出今天要学的两首古诗。而后，安排自学
时间，使学生有一个潜心读书的过程。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
让学生汇报“读懂了什么”，师生共同讨论，互相补充。对
于学生没有弄懂的问题，老师安排了质疑环节，启发学生共
同探讨。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学生自由发表意见的探讨中，
完成了教学任务。这种设计，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
老师只是一个参与者、合作者。

《草》和《宿新市徐公店》相比，第一首易学好懂。于是我
把第一首诗作为教学重点，又抓住第一首诗中的后两句为重
难点来突破。因此，增大了这节课的教学容量，节省了教学
时间。

自学时间充分。安排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自学，学生能静下心
来认真思考，写写画画，动手查查字典，同桌的还可以商量
商量，学生学得主动，的确有所收获。

为了增强教学效果，激发学生朗读的情感，感受到大自然的
壮美，体会到诗人的思想感情，我千方百计创设情景，营造
氛围，使学生置身于大自然中。如，老师的配乐范读，投影
打出的画面，录像片中真实的茫茫草原，有感情色彩的激励
语言等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学生入情入境，充分地
展开了想象，提高了教学效率。

与此同时，我以读为本，把读和理解、读与想象等有机结合，



并不断提高读的要求，让学生边读边思考，学习理解地读，
投入感情地读，配画加上动作地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直至会背诵，使学生在读中感受诗词的想象力，领悟到祖国
语言文字的凝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舍得花大量的时间
让学生“自由练读”，让读得不够的学生再读，重视了群体
活动，同时也注意到了学生的差异，培养了学生的语感。

四、不足之处

也许是本身对古诗教学底气不足，所以课上还是有点紧张，
在引导学生体会草的精神这一环节费了点劲。课下，我经过
反思，发现在讲解古诗的时候，应该让学生把整首古诗的意
思串联一下，这样有利于学生对古诗内容的理解，也就为下
面体会草的精神做了铺垫。

幼儿教案古诗草篇四

今天利用两节课教学了两首古诗《鸟鸣涧》和《暮江吟》，
这是学生进入四年级以来首次学习古诗。这一组课文以写月
为主题，这两首古诗亦是融情于景，将月夜之景写得生动传
神，写得细腻感人。

教学《鸟鸣涧》，我采取了逐步理解的方法，先让学生读诗
歌，培养语感。在理解诗意上，我让学生先理解词语的意思，
然后让他们试着将词语连起来，完整地理解诗句。整体效果
挺好，学生不明白的也适当直接点拨，没有让他们深度思考
诗意，以免一人一句，猜上半天。()我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
体会诗的意境上，让学生深入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

在教学《暮江吟》时，我先总结了学习《鸟鸣涧》的方法。
在介绍了作者白居易的生平之后，让学生根据上一首古诗的
学习步骤和方法进行自学。大家充分讨论了诸如“为什么会
出现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象？”等问题，然后再让学生自由
读，看谁读得最美，最后让学生说说诗的意境。这样一来，



学生学得轻松、活泼，同时也理解得透彻。

古诗虽短，内容却不单一，教学方法亦无定法，无论采取何
种教学方法，重要的是要有效果，在这一方面，我还需要不
断探索。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幼儿教案古诗草篇五

本节课教学我依据课标的要求，正确处理师生的角色关系，
处处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学会学习、学会合
作、学会交流，在自读自悟中，不断积累，不断迁移。上课
过程中根据学生各方面的特点，注意指导、引导、诱导、辅
导。这样就充分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参与学习，主动地，生动
地学习，从而有效地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本节课的背诵坚持以读为本，促进学生感悟。

1、采用自读、对读、齐读、表演读等方式，引导学生诵读，
背诵。



2、出示画面，引导观察，播放音乐，引导学生读背。特别注
意指导学生读出诗的韵味。注意韵尾“流、柔、头”的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