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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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篇一

《采薇》这首诗所叙写的是卫国战士离乡出征的艰苦生活和
内心的苦痛,大家还记得吗?下面是课文原文，一起回顾一下
吧。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用，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用。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译文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新芽已长大。说回家呀道回家，眼看
一年又完啦。有家等于没有家，为跟玁狁去厮杀。没有空闲
来坐下，为跟玁狁来厮杀。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柔嫩初发芽。说回家呀道回家，心里
忧闷多牵挂。满腔愁绪火辣辣，又饥又渴真苦煞。防地调动
难定下，书信托谁捎回家!

采薇采薇一把把，薇菜已老发杈枒。说回家呀道回家，转眼
十月又到啦。王室差事没个罢，想要休息没闲暇。满怀忧愁
太痛苦，生怕从此不回家。

什么花儿开得盛?棠棣花开密层层。什么车儿高又大?高大战
车将军乘。驾起兵车要出战，四匹壮马齐奔腾。边地怎敢图
安居?一月要争几回胜!

驾起四匹大公马，马儿雄骏高又大。将军威武倚车立，兵士
掩护也靠它。四匹马儿多齐整，鱼皮箭袋雕弓挂。哪有一天
不戒备，军情紧急不卸甲!

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依依随风吹;如今回来路途中，大雪纷
纷满天飞。道路泥泞难行走，又渴又饥真劳累。满心伤感满
腔悲。我的哀痛谁体会!

采薇赏析

这是一首描写戍卒出征还归的诗，是历来为人称颂的名篇。



全诗共六章。前五章为第一大部分，是戍卒对昔日服役思归
的回忆;第六章为第二大部分，写戍卒归家途中遇雪而心中悲
哀的苦况。两部分互相映衬，互相生发。

根据《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
薇》以遣之。”以“采薇”起兴，按照朱熹《诗集传》的说
法，也许是“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其日之远
也。”故诗的前三章以薇菜的“作止”、“柔止”、“刚
止”三种变化，从薇菜的“作”(初生)、“柔”(柔
嫩)、“刚”(坚硬)，表示时间的推移，重叠了三次“曰归曰
归”，表明期待已久，归而未得，单调、烦燥、不满的心情
溢于言表。下以“岁亦莫(暮)止”、“心亦忧止”、“岁亦
阳止”三句相承接，把忧愁、还归和时光荏苒用复叠的方式
连在一起，反复以“欲归不得——一年将尽——我心忧伤”
渲染出一种怅恨哀怨的气氛。心忧而且岁暮，眼看着物候迁
移，自己久戍未归，这种凄苦的心情是十分感人的。而这种
感人的忧愁之情又通过“忧心烈烈”、“忧心孔疚”表现得
无可遮拦。

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篇二

一、课前准备

1.让学生从网络或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

2.借助文下注释和工具书疏通文句，初步感知原诗。

二、文本解读过程

1.导语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你会发现，历史的年轮，并不总
是从温馨宁静的田园中穿过，而常常碾压着累累尸骨前行。



不管你对它怀有什么样的情感，战争这个巨大的幽灵，一直
伴随人类成长的历史。于是，战争，一直是人类文学的一个
永恒话题。现在，就让我们去感受几千年前的古人对战争含
辛茹苦的咀嚼，去感受积淀在其中的真切复杂的人生百味。

2.师生交流课前准备的情况(使用多媒体)，明确以下几点。

(1)《诗经》和“《诗经》六义”。

(2)《采薇》是西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是《诗经》里最富有诗
意的一首“战争诗”。宣王时北方玁狁侵周，宣王命令出征，
打退玁狁。《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所赋。诗篇洋溢着战
胜侵略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戍不归、久战不休充满
厌倦，对自身遭遇无限哀伤。

3.文本解读

在各种形式的反复诵读中，师生着重交流或探讨以下一些问
题：

(1)该诗的思路结构有什么特点?

讨论后明确：重章叠句，回环往复，舒卷自如，《诗经》里
很多诗都有这个特点。本诗共有六章，前三章迭出，后三章
也基本上是这样的结构;但前后三章有明显的变化，使整首诗
较其他作品有更多的起伏变化，以便于表现更为复杂的情感。

(2)诗从“采薇”写起，这跟“曰归曰归”的思乡情有何关
系?

明确：这里采用的是《诗经》惯用的起兴手法，“薇”是故
乡田野里常见的植物，自然由物及人，引起了浓浓乡愁。于
是，深切的乡情融入熟悉的“薇”中。思乡怀亲的情感是抽
象的，但是，当把它化作故乡的一株野花、一棵大树、一条



小河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草木时，就具体形象了。

(3)前三章所写的“薇”有无变化?从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明确：“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这里首先
以植物的生长暗示时间的变化、时光的流逝;写薇由“作”
而“柔”而“刚”，薇都生长得这么旺盛了，可是戍边军士
还远离家乡，历久不归;既暗示了士卒滞留边关的时间之长，
又很自然地带出了“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
这种有家难归的情感。这种生长变化不仅避免了单调重复，
更暗示了乡愁的渐浓、渐深、渐切。所以，这极其精练的写
景，同样证明着“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真谛。再加上，
在表现时间方面，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一“往”一“来”，同样表明了时序的变迁，
就更进一步抒写出人世沧桑之感。

(4)四、五两章表现了什么内容?与浓浓的乡愁矛盾吗?

明确：“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驾彼四牡，四牡骙骙”两
章直接描写了战事之频繁、壮烈，既表现了战士们的威武雄
壮，也展现出他们保家卫国的豪情，同时，也似乎暗示了思
乡的深层原因：频繁惨烈的战事，更让人渴望和平，渴望故
乡，渴望亲人。

(5)这首诗最经典的景物描写在哪里?你是如何理解的?

明确：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几句，晋人谢玄认为是《诗经》里最有诗意的句子。清代学
者王夫之也大加赞赏，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
增其哀乐”，然而从字面上却不见“乐”与“哀”，“不着
一字，尽得风流”!偏偏在春光明媚“杨柳依依”的大好时刻，
战士们离别家乡亲人走上残酷的战场，心中有多少割舍不断
的悲情愁肠呀!千辛万苦的战争终于结束，所有的艰难险阻，
所有的痛楚辛酸都已经远去，家园亲人就在眼前，该是多么



温馨喜悦呀，可偏偏“雨雪霏霏”!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
情，今日归来的悲戚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哀情寄乐景，
乐情托哀景，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抒写出极其丰富的物是
人非之叹。

(6)你怎么理解这首诗交织着士兵思家恋土与保家卫国的复杂
心理?

其实，人类有一种很普遍的矛盾心理：大丈夫有仗剑远行志
在四方的雄心壮志，又有低头思乡胸怀亲人的回归意识。这
里的戍边战士心中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类共有的，
也是无法回避的真实矛盾心理。所以，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
矛盾，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三、延伸探究

阅读《诗经》中的《大雅•常武》《大雅•小明》《秦风•小
戎》，与《采薇》对比一下，看有什么异同。

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篇三

《采薇》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下面是《采薇》课文教
学实录，一起来看看吧。

师：古人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在我们
这个以诗为经的民族，《小雅·采薇》表达的是将士的艰辛
生活和思归的情怀，表达的是抵御外侮的同仇敌忾和对军旅
生活激昂深情的回忆。

师：上节课我们疏通了文意，进行了扎实的朗读和背诵，这
节课就几个问题，同学们将查找资料和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
我们共享学习的成果。

生：《采薇》的两处比兴，很有深意。一处是“采薇采薇”



重叠复唱了三次，一处是“彼尔维何?维常之华”。薇，是野
豌豆苗。维常之华是棠棣花。

师：棠棣之花有什么喻义吗?

生：棠棣之花就是兄弟之情、兄弟之谊，我查字典了，老师，
“棠棣花两三朵为一缀，茎长而花下垂”，诗人以棠棣的花
比兄弟，这里有“与子同袍”的战斗决心。

师：《诗经》“小雅”里有一首诗就是《棠棣》，另外郭沫
若也有一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可以课外阅读加深理解。

生：用采薇起兴的是戍卒生活的艰辛，用棠棣起兴的是将士
精诚共御外侮。

生：老师，在鉴赏《氓》的时候，你说《氓》的比兴手法有
声有色。“淇水汤汤”是声音，“桑之未落，其叶沃
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色彩，碧绿金黄构成对比。
《采薇》的两处比兴，也作了色彩的处理。“采薇采薇”漫
山遍野都是绿色而“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却是无尽的绚烂。
这样在表达感情上也就有了起伏。

师：用已知推导未知是智慧，这个发现好!这个小组的同学谁
接着发言?

生：两处比兴之间构成对比映衬，一实一虚、一动一静、一
近一远、一草一花、一低一高，参差多态才是美。

生：另外“采薇采薇”三次比兴，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觉。由
“薇亦作止”采薇刚刚昌出薇芽，到“薇亦柔止”，薇菜长
出柔软的茎叶。到薇亦刚止，薇菜长得高大坚硬。这是一个
复杂的比兴，而“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兴。

生：时光流逝是为了表现抒情主人公思乡的情感的加深。



师：一种单纯的情感总是失之于单纯，只有将人物的情感刻
画得复杂微妙痛苦焦灼才会有一种深沉的冲击人心的力量。
这个话题我们另一组同学再探讨，我们还说比兴。

师：很有想象力，杜甫在兵车行里说，“去时里正与裹头，
归来头白还戍边”，一个士兵整个一生都在征战。“岁岁金
河复玉关，年年马策与力环”(柳中庸)太悲苦了。你对采薇
的感情基调把握得很好。

生：都是“采薇”，我们初中学的王绩的野望中的“长歌怀
采薇”表现却是隐逸情怀，这说明任何比兴都不能断章取义。

师：第二组同学来谈谈采薇的叙事元素吧。好的抒情都有叙
事的元素，叙事好比大地而抒情是生长在大地沃土上的花朵。

生：身陷战争的原因——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时光的流逝——作——柔——刚

莫——阳

战争和生活艰苦——岂敢定居，一日三捷

武器精良——四牡翼翼，象弭鱼服

生：(写在黑板上)端月、杏月、桃月、槐月、榴月、荷月、
巧月、桂月、菊月、阳月、葭月、腊月(其中有三个月学生没
写出来)

师：订正我们这个民族是浪漫多情的民族，12个月份除开始
与结尾外都是用花用草用云用阳光来命名的。十月是小阳春，
因此十月叫阳月。

师：下面我们继续探讨叙事元素。



生：紧张、激烈的军旅生活写得精彩，前四句用了自问自答
的方式。“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生：写战争典型意象选得好，用战车作引，并且是高大的战
车，壮哉酷哉。

生：兵车和四匹高头大马侧面烘托威武的阵容和昂扬的士气。

生：“一日三捷”是用数字的对比，表现了战争的捷报频传。

生：象弭鱼服是细节描写表现了武器的精良。

师：一个戍卒他带着深刻的矛盾和极度的痛苦，回忆和他的
生命和青春如此密切相关的战争，那份保家卫国的建功立业
的骄傲的情怀就是通过叙事表现出来了，一点点的勾描。一
点点地雕刻。于是边关所有的日子就是这样流逝了，边关何
处，家园何在，大敌当前、八方多难。又怎一个“永别了武
器”了得。

生：君子和小人的称呼也很特别，“君子”，将帅也;“小
人”，士卒也。这里有“自豪”和“自卑”，有矛盾情感的
表达。

生：我喜欢“戎车既驾”有一种干练坚决，潇洒出征的感觉，
让我想起了“醉卧沙场君莫笑”。

生：有人说采薇是边塞诗的的开山之作，这首诗的确充溢着
建功立业的情怀，有一种军威、军容，有一种战必胜的豪迈。

生：“象弭鱼服”这种精良的武器足以笑傲西鄙猃狁。这些
游牧部落的北狄，秦汉时的匈奴，恐怕只有简陋的弯弓,而我
们却有“象牙镶饰的弓和鲨鱼皮作的箭袋”.这是农耕文明的
骄傲，也是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



师：同学们谈得很好，其实《采薇》对战争场面的描写重
在“出征”，不在激烈的战斗场面。这是《诗经》中不少以
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惯常的写法。《秦风·无衣》仅言“王于
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小雅·车攻》仅言“我车
既攻，我马既同”。这一手法影响了《左传》一直影响到
《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的描写。而屈原的《国殇》，
描绘的都是壮烈严酷的战争场面。诗歌从“短兵相接”的战
斗的最激烈处写起。课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做比较阅读。

师：《诗经》中的关乎“马”的词语有50多个，这一组同学
可以就这个话题谈谈。

生：《采薇》里描写马的词语有“四牡”“业业”“骙
骙”“翼翼”

生：“牡”是雄性的马，“业业”是高大的样子，“骙骙”
是强壮的样子，“翼翼”是整齐的样子。

师：“牡”是雄性的马，那么雌性的马用哪个字表达(学生摇
头，老师在黑板板书一个“牝”字)，有个成语是“牝鸡司
晨”，还有个成语叫“牝牡骊黄”(边板书边讲解)。

师：在《诗经》时代，马就与中华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丰
富多彩的生活使得马的称呼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一小组的同学
谁能上黑板写10种马的别称。

生：板书(骓、骒、驹、骠、骐、骃、骝、骟、鱼、龙)等。

师：谁能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古代的名马。

生：关羽的赤兔

生：项羽的乌骓



生：萧何月下追韩信骑得那匹马?(笑)

师：叫什么名字，老师真的不知道，课下我们可以查一下。

生：唐太宗昭陵六骏。

生：还有周文王的八骏。

师：盛世爱马，末世爱驴，马的确凝结了某种民族精神。

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篇四

这次课有两个地方值得自己反思：

一是古诗文字词的解释、积累；

二是预设与生成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教古诗文时要面临一
个问题，就是学生对古诗文感觉艰难，很难理解古诗文的字
词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很茫然。上课的时候
我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就不懂的字词句提出疑问，学生
提了很多问题，比如“不遑启处”如何解释，这句话虽然书
上有注解，但这个学生不理解单独解释“启”
为“跪”，“居”为“坐”，怎么合起来解释就成了“休
息”。又比如“载渴载饥”的“载”不知道什么意思，实际
上在讲《氓》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个字，“载笑载言”，
这说明这个学生课后的复习和必要的知识整理没有到位。

又比如“彼尔维何”的“维”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后面
的“彼路斯何”的“斯”有解释，而这两句话是相似的结构，
根据古文对应法则，“维”与“斯”意义相同，这说明这个
学生还不知道看古文的基本方法。又比如“戎车既驾”
的“既”不知道理解，实际上在《烛之武退秦师》中已经学



过了，“既东封郑”，到了这里，学生又不知道迁移了。所
以想到了韩军老师提到的“举三反一”，难道学习语文，学
生真的只能是“举三”才能“反一”吗？这要耗损多少时间
啊。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除了想到再多做几次练习外，没
有更多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关于预设和生成，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阐释，
我不多说。只说说我这课是怎么处理的。但在上课时，发生
了变化，在学生提完了字词句的问题后，觉得学生的思维正
活跃，就要求学生就诗歌内容进行提问。学生提了两个问题，
都很有代表性，一个是为什么以“采薇”为标题（因为诗歌
的情感主要是思乡），一个是前三章为什么与后三章开头写
法不同（比如《蒹葭》自始至终都是回环往复的写法）。我
觉得学生提的这两个问题恰好是我设计里的内容。学生对这
两个问题展开了探讨，注意到了诗歌中字词的变化，有学生
分析到了“作”“柔”“刚”与思乡的联系。当然有学生想
偏了，认为“薇”是家乡的特色菜，所以采薇来吃，是想借
此来抒发思乡情绪。显然这个学生没有注意到“薇”是野菜，
但仍然能注意到思乡也不错了。

我补充说诗经许多篇目以开头为标题，比如《蒹葭》、《硕
鼠》、《伐檀》、《关雎》等等，这首诗也如此。至于为什
么后面不是回环往复的结构了，我让学生先分析了后面所写
的内容，都知道是描写战争场面的，我就请学生进行情景想
象，此时已经是战场了，双方都蓄势待发，剑拔弩张，只等
将帅一声令下，就冲锋杀敌了，如果此时突然有一个士兵弯
着腰，边走边唱道“采薇采薇，曰归曰归”可能吗？采薇是
打仗时做的事吗？学生明白了场景的变化使得诗歌的叙述发
生了变化，而且学生也明白了诗经中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
从头至尾采用回环往复的结构的，是可以有变化的。

采薇教学反思优点和不足篇五

不足之处：



《采薇》向来以其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难以言说的诗情画
意、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让人拍案叫绝尤其是诗中那真实复
杂的矛盾情感———对强敌贼寇的愤恨与对故园亲人的思念，
保家卫国的豪迈与历尽艰辛的苦涩，明媚乐景中的哀伤与阴
晦哀景中的喜悦，都给人以无穷的'想像与回味，具有永恒的
魅力课堂上我尽力引导学生去领略其丰富的内涵，但还是取
舍欠当，有些仓促，不太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