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 五年级三首古诗
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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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一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教学《四时田园杂兴》时，首先让学生了解诗题及作者，
然后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品读、感悟。在熟读诗歌的基础
上，梳理诗中的重点词句，抓住诗中的字眼，理解整首诗的
诗意。通过自学、小组交流、全班反馈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
象诗歌的意境，体悟作者表达的情感。最后又为学生补充了
《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其他诗句，让学生自己分析、感悟。

在教学《稚子弄冰》时，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细细品味，
鼓励学生抓住相应的字眼，品味到了古诗所传达的意境。

在《村晚》这首诗的教学中，改变了古诗教学一味讲解、生
硬体会诗意的传统教法，从插图激趣、读中自悟、延伸阅读
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力求让学生从画中体验古诗的意境，在
个性化朗读中感悟诗意和情感，很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不仅学得轻松，而且学得快乐，
体现了让学生“乐学”的教学新理念。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二

新课标指出：诵读古代诗歌，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
中提高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读书百遍，其意自见”，意
思是说，反复朗读，读多了读熟了，就能增强语感、理解文
章内容、掌握古诗文的语言规律、提高阅读古诗文的能力。

充分挖掘古诗的美学价值和学生的想象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我国古代诗歌在千百年的发展中日臻完美。它不仅是一种语
言的艺术,而且是一种包容了音乐、绘画等在内的综合艺术,
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有着巨大的美学价值。小学语文教材
中所选的这些古诗,有平仄、押韵、格律的音乐美;有对仗、
对词的对称美;有诗中有画的绘画美,很好地体现了我国古代
诗歌的美学价值。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诗歌的讲授,重在陶
冶性情,扩展想象。”

所以,教师在让学生知道古诗的作者、朝代;会说词义;会说诗
句的意思;知道写的景（事）;知道抒发的情感的同时,要注意
学生心理、态度和情感的变化,采取放录像、赏图片、配音乐、
想画面等手段,努力扩展学生的想象,维持学生的兴趣,教学效
果就会有意外的收获。在学习中可以采用学生自学——全班
交流——师生共同小结的教学流程,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诗意，体会感情。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三

《古诗三首》是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篇课文，课文以
《四时田园杂兴》《稚子弄冰》《村晚》三首古诗组成。该
组教材是围绕“走进田园，热爱乡村”这一专题编排的。三
首诗描写的是古代儿童有趣的生活，表达了孩子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的天性。回顾整堂课的教学，总结如下：

依托动词，表演感悟。



《稚子弄冰》一诗运用动词准确地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活泼，
无忧无虑。教学时，我让学生先把诗意弄明白，然后找出诗
中孩子的动作“脱、穿、敲”，然后让学生模仿诗中的孩子
进行表演，也来做一回无忧无虑的“稚子”，大家纷纷行动
起来。表演后，我让学生进行自我和他人评价，通过评价，
学生了解到：稚子弄冰也是小心翼翼，倍加珍惜的，一块普
通的冰，在孩子眼里是“银钲”，是“玉磬”，是“玻璃
（古代玉石）”，而刚才同学们的表演没有把孩子的这份珍
惜之情表演出来，甚至还有的学生趁机闹腾，经过这样
的“抓动词——表演——评价”，学生真正理解了“稚子”
的天真可爱。

（1）读中想象，体会诗的意境。

体会古诗文的意境，是古诗文教学的目标之一，但同时也是
古诗文教学的难点。在教学《四时田园杂兴》时，我引导学
生观察书中的插图，由画入境，通过引导学生看体现诗意的
画面，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如诗的第一、二句围绕耘田绩麻，
我启发想象农民们除了“耘田绩麻”在夏忙中还要干些什么
活，学生会说出很多答案：插秧、收割、犁地、积肥等，想
象诗人见此情景会对“村庄儿女”说些什么，然后同桌互相
练习，互相表演，让学生在想象中体会农民的艰辛，达到较
好的效果。

（2）古诗所描写的什么季节，是我们学习古诗、理解古诗的
一个知识点。在教学《村晚》时，我并没有按照教参上的标
准答案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从诗句、诗意中进行推理。学
生从“山衔落日”判断出是傍晚，从“草满池塘”可以推断
出是夏天，再从“寒漪”推断出是秋天，最后综合起来，正是
“夏末秋初”，这样让夏末秋初更加形象化。

教学《四时田园杂兴》中，我引导学生借注释，明诗意，悟
诗境时，教学策略过于简单。学生们对诗歌的第四句“也傍
桑阴学种瓜”最易理解，也最容易感受孩子的勤劳，但对诗



中体现的孩子的天真可爱，学生不容易感受。教学时，我以
自己的讲解代替了学生的感悟是不可取的。用何种策略引导
学生感悟到孩子的天真可爱，应该下功夫琢磨。教学策略的
单一，导致这一教学环节没有引领学生扎扎实实地进入诗歌
的意境。

小学生阅读能力尚在形成阶段，要不断地让学生总结课堂上
所学到的阅读方法，并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方法进行“以一篇
带多篇”阅读，使之形成能力。古诗中像这样描写儿童活泼
可爱的诗篇还有很多，应该让学生运用学到的方法，自己搜
集，自己积累，并开展“赛诗”会。这样激发学生学习古诗
的热情，积累这方面知识。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四

三首古诗都是写的作者童年时候的事情，给作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所作的一首田园诗，是
其所创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的一首，诗人抓住村
庄男女的劳动的场面进行描写，男的外出劳作，女的在家忙
碌，就连那小孩也深受家长勤劳品质的影响，学着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真实地再现了夏日乡村农忙时的质朴生活，那
生活充溢辛劳，也充溢恬适，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劳动人民的赞扬。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
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稚子弄冰》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所作的七言绝句。全诗四句，
从小孩幼稚嗜玩的心理特征切入，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稚气满
纸而又诗意盎然的“脱冰作戏”的场景。

《村晚》是南宋诗人雷震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是一首描
写农村晚景的诗，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有着四周长满青草的池
塘、似被山咬住的红红落日以及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



用短笛随便地吹奏着不成调的曲子。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
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抒发了诗人对乡村晚景的
喜爱和赞美之情。

（一）在读准读通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根据七言绝句押韵和
断句的特点指导学生读出诗歌的节奏，读出诗歌的韵味。
（二）在借助注释、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想象诗歌描述的画面，
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诵出诗人的美好情怀。（三）迁移拓
展阅读，引导学生主动积累。

教学《四时田园杂兴》诗句时，其一，我引导学生通过想象，
一边读，一边充实画面的物象，丰满图画的内容，感受田园
劳动的繁忙与快乐，感受桑阴下学种瓜孩子的俏皮可爱，从
而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其二，反复地“想象——朗
读——感受——朗读”，融合起来，在读中想象，在想象中
感受，在感受中诵读。并且我适时予以点拨，如抓住“昼”和
“夜”感受农民的勤快，抓住“各当家”联想农民是多么繁
忙啊！这样，田园生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宁静安详的生
活画面就呈现出来了。

《稚子弄冰》的诗句稍难理解一些，我采用了小组学习的方
式，根据注解，让学生讨论、想象，也不难理解其意，同时
也感受到了古诗的优美，达到了陶冶情操，提升鉴赏的目的。

教学《村晚》时，在实践环节我采用“画中延伸，体验成
功”这一方法。我让学生动手添画，使画面更加完整。这不
仅是给学生起个示范作用，而且让他们觉得老师和他们是一
起学习的伙伴，拉近师生的距离。学生们个个都画得非常认
真，非常用心。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丰富了古诗
内容，又让学生在叙述中锻炼了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积累了
语言。

课堂教学效果不如人意。原因之一：在教学第一步骤，给学
生自主读诗的时间有点少，集体朗读不能代替个人自读。读



不好，教学第二个环节自然不好深入。原因之二：引导学生
借注释，明诗意，悟诗境时，教学策略过于简单。用何种策
略引导学生感悟到孩子的天真可爱，应该下功夫琢磨。“昼
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忙碌景象，距离现在学
生的生活也比较遥远，如何引导他们感受农村男女夜以继日、
辛勤劳作的劳动场面，进入诗歌描写的意境，读懂作者的情
怀，若适时补充一些人们劳动的画面，学生应该更容易入境。
教学策略的单一，导致这一教学环节没有引领学生扎扎实实
地进入诗歌的'意境，因而整节课学生始终游离于诗歌之外。

今后，我不仅要钻研教材，更要钻研学生，采用学生易于接
受的教学策略，达成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考探索，
真正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是我今后课堂教学中应该付
诸实践的首要任务。

语文古诗三首教学反思篇五

10月15日，我们一行七人来到滨州市清怡中学和授田英才学
园参观学习。据说他们这里正进行着目标教学的改革，我们
就是冲这个去的。

第一节课我们听的是初一三班的一堂语文课。老师执教的课
题是《古代诗歌四首》。教学分四步进行：一是回忆上节学
诗方法；二是小组合作学习其余三首；三是展示交流，教师
点拨；四是作业延伸。可以说整堂课教学思路清晰，目标明
确，也充分发挥了小学合作学习的作用，是比较成功的。听
课之后我们几个都心头热热的，有伸手一试的欲望。

回校之后，恰恰赶上我们课本上的古诗两首，我就跃跃欲试，
想一展身手。按着听课学到的方法，我首先让学生回忆以前
学习古诗的方法，从而引出了本节课学习古诗的方法——解
诗题、知诗人、懂诗意、悟诗情。接着就让学生分小组自由
学习古诗。集体汇报阶段却没有预想的顺利，学生几乎连最
基本的都没学到，更不用说探讨研究了。



别人的课堂，红红火火，我的课堂用同样的方法却不行，原
因应是多方面的：三年级小学生年龄太小，还不会合作，不
知道交流，不知道该讨论什么；他们缺少自主学习的资料，
合作探究无从做起，比如对诗人的了解，手头没有资料，但
平坦就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我们的课堂改革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教学生学会合作，让他们
知道合作该学什么，该如何合作。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套配
套学习的资料，让学生探知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