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通
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一

“诗圣”杜甫，他的诗感时伤世、忧国忧民;他的诗沉郁顿挫、
壮志豪情。在《教版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
级上册第五单元中收集了杜甫的三首诗----《杜甫诗三
首·望岳·春望·石壕吏》，学习这三首诗，学生对对我国
古代诗词名篇多了一份了解，也对诗歌的形式特点会有进一
步的认识。学生能逐步感受到杜甫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
并接受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陶染。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准备把前两首诗的教学在一节课完成。对
《春望》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注重朗读教学的
的同时，抓住“望”字，将两首诗歌进行比较学习。注重整
个学习过程的层次性，由易到难，由初步感知到深入探究。
这两首诗歌为杜甫不同时期所写，诗的风格也迥然不同，
《春望》景象凄清、感情凝重、风格沉郁。诗歌风格不同的
背后主要是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在学生感知诗意的基
础上让他们合作探究去探讨这种现象，从而获得诗歌鉴赏的
一种重要方法---“知人论诗、知时论时”。这样可以充分尊
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让他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学习。

在课前，根据教学设计，我有针对性地布置学习预习诗人的
经历、感知诗歌的大意。在上课时学生对诗歌内容已经比较
熟悉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对这种新的诗歌教学方法感
觉很新鲜，课堂气氛较好。学生踊跃发言，积极探讨，学有



所得。一堂课中，学生在两首诗歌的比较学习中，感受到了
两首诗歌风格的不同，体味到了诗人早年内心的远大抱负和
后来的忧国伤时之情，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1.本课的教学设计将诗歌的创作背景放在了探究诗歌风格不
同原因的环节之中，这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对诗歌情
感的感悟不能离开诗歌创作的背景，但将诗歌背景放在学习
诗歌之前介绍是否能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呢?什么
时候介绍诗歌的写作背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比如在学习《望岳》这首诗
歌时，如何启发学生从诗歌的字里行间自主体会到诗人笔下
泰山的神奇秀美而又高大，而不是教师越俎代庖地告诉学生;
如何才能做到巧妙地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品读课文;这还需要
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总结。

3.在本课教学中，还应给学生更多一些的时间让他们充分地
思考感悟，让他们大胆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学生提供
充分的动手、动嘴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大量的实践体验，为
学生优化学习，有效学习和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空间。

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二

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课后听取了各位老师的听课意见
和建议，自己也认真分析了本节课的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反
思。

于永正先生曾经说过：教学的艺术就是钻研教材。对于一篇
课文，只有通过仔细地阅读，从容地咀嚼，才能探其精微，
对文章的一词、一句、一字甚至一个标点都要细加揣摩，这



样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听了很多
的课，以及自己上了很多节课后，我深深地意识到钻研教材
的重要性。特别是最近，钻研教材似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位教
师的心中，我想每位教师都在考虑着如何去钻研教材，我也
不例外。可对于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去钻研教材，心中的疑
惑也还有很多。

我在准备教学古诗《春望》时，为了备好这节课，我查阅了
很多教学书籍，阅读了大量诗人的生平事迹的材料，还在
《唐诗鉴赏辞典》中查找了《春望》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深
入研究了这首诗的相关分析文章，更深刻地理解了诗人
因“国破”而见花落泪，闻鸟心惊的心情，被诗人忧国忧民
的博大情怀所感动。我想，这是我能够上好这节课的首要因
素，我想要让学生们被杜甫的这首诗，被杜甫的伟大情怀所
感动，那么我首先被他所征服，所感动是很重要的，读到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我都落泪了，我要将这种情感带
入我的课堂只中去，用我的情感去感染学生，师生共同感悟。

课前，我们都有一种渴求感。希望尽快进入课堂，希望学生
好好和你配合，渴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可你如果不钻研
教材，不钻研你的学生，学生想到的，你没有想到，你又怎
么能和你的共同研读文本呢?所以我们要认真钻研教材，掌握
教材，并根据教学的特定目的和要求，以及学生知识水平的
高低，将教材的内容进行再组织、再创造。才能有效准确地
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才能选择好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欢
乐的气氛中学到知识，增强能力。

有几个学生的发言让我难忘。“泪”字激起的共鸣最多。学
生们说此字颇奇，说人心中悲痛，至多说到“泪流满面”已
是极度夸张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泪水呢?这样的泪水究竟
饱含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呢?不仅是泪多如倾盆之雨，更是心中
有万千激愤，泪来的突然而猛烈，学生纷纷说出自己的意见，
有的说感悟到了诗人的悲愤，有的说感悟到了诗人的思亲，
还有的说是诗人面对此情此景无限伤感的泪水，不同的孩子，



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这每一次的感悟都会让我
不由自主的想到诗人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所以，我把这句话出
示出来之后，在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孩子们竟然和我一
同深情的朗读了出来，这使得整个课堂情感得到了一个提升，
也使得我和学生的情感达到了共鸣。

“望”杜甫的一生，一个饱经风霜的杜甫，一个忧国忧民的
杜甫，一个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杜甫，一个温柔慈爱的杜甫。
他们还望到了历史的烟云，战争的残酷，望道了人生的无常，
望到了世世代代人们对战争的诅咒„„了解杜甫是我这堂课的
一个愿望吧!似乎我这么多年来，都是在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
里成长起来的，我希望孩子们也能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位
伟大的民族诗人，所以，我选择了几首易懂的，流传较为广
泛的诗歌来进行课外拓展，首先是比较《春望》和《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然后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这
些诗句走过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杜甫的眼
里会常含泪水，因为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爱得深沉。

授课之后，还有很多遗憾留在心中。

首先，我的教师个人素养还需要提升，在这样一篇千古名篇
的教学上，虽然我事先的准备充分，但是由于我的个人素养
的不足，所以，我还需要多汲取营养，努力提高自己。

其次，我的教学意识还需要转变，我培养学生探究，合作，
自主学习的意识还不足，课堂上的引领作用不充分，在学生
感悟困难的时候，我就比较急躁，常常以我的感受去代替学
生，而忽视了怎样去引导学生感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的
教学经验不足，没有一个高超的教学方法，很难在平时的教
学中去很好的引导学生。

还有，我的课件利用不够充分，我制作的课件和本诗的联系
是很紧密的，但是，由于我的设计环节上不够完美，所以，



教学辅助手段没有发挥出最佳作用来，课后，我反思，可能
学生会对那些画面留下印象，但是这些画面由于缺乏了教师
的富有感染力的话语，学生也不肯能去全身心的留意，所以，
如果将课件的播放能够选择最佳时机，一定会起到更好的效
果。

当然，我的这节课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希望今后通过个人教
学经验的提高和积累，在学校的各种教学活动中的学习和取
经，让我的水平不断提高。

“诗圣”杜甫，他的诗感时伤世、忧国忧民;他的诗沉郁顿挫、
壮志豪情。在《教版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
级上册第五单元中收集了杜甫的三首诗----《杜甫诗三
首·望岳·春望·石壕吏》，学习这三首诗，学生对对我国
古代诗词名篇多了一份了解，也对诗歌的形式特点会有进一
步的认识。学生能逐步感受到杜甫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
并接受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陶染。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准备把前两首诗的教学在一节课完成。对
《春望》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注重朗读教学的
的同时，抓住“望”字，将两首诗歌进行比较学习。注重整
个学习过程的层次性，由易到难，由初步感知到深入探究。
这两首诗歌为杜甫不同时期所写，诗的风格也迥然不同，
《春望》景象凄清、感情凝重、风格沉郁。诗歌风格不同的
背后主要是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在学生感知诗意的基
础上让他们合作探究去探讨这种现象，从而获得诗歌鉴赏的
一种重要方法---“知人论诗、知时论时”。这样可以充分尊
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让他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学习。

在课前，根据教学设计，我有针对性地布置学习预习诗人的
经历、感知诗歌的大意。在上课时学生对诗歌内容已经比较
熟悉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对这种新的诗歌教学方法感
觉很新鲜，课堂气氛较好。学生踊跃发言，积极探讨，学有



所得。一堂课中，学生在两首诗歌的比较学习中，感受到了
两首诗歌风格的不同，体味到了诗人早年内心的远大抱负和
后来的忧国伤时之情，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1.本课的教学设计将诗歌的创作背景放在了探究诗歌风格不
同原因的环节之中，这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对诗歌情
感的感悟不能离开诗歌创作的背景，但将诗歌背景放在学习
诗歌之前介绍是否能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呢?什么
时候介绍诗歌的写作背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比如在学习《望岳》这首诗
歌时，如何启发学生从诗歌的字里行间自主体会到诗人笔下
泰山的神奇秀美而又高大，而不是教师越俎代庖地告诉学生;
如何才能做到巧妙地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品读课文;这还需要
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总结。

3.在本课教学中，还应给学生更多一些的时间让他们充分地
思考感悟，让他们大胆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学生提供
充分的动手、动嘴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大量的实践体验，为
学生优化学习，有效学习和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空间。

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三

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课后听取了各位老师的听课意见
和建议，自己也认真分析了本节课的教学，进行了深入的反
思。

于永正先生曾经说过：教学的艺术就是钻研教材。对于一篇
课文，只有通过仔细地阅读，从容地咀嚼，才能探其精微，
对文章的一词、一句、一字甚至一个标点都要细加揣摩，这



样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听了很多的课，以及自己上了很多节
课后，我深深地意识到钻研教材的重要性。特别是最近，钻
研教材似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位教师的心中，我想每位教师都
在考虑着如何去钻研教材，我也不例外。可对于应该怎样才
能更好地去钻研教材，心中的疑惑也还有很多。

我在准备教学古诗《春望》时，为了备好这节课，我查阅了
很多教学书籍，阅读了大量诗人的生平事迹的材料，还在
《唐诗鉴赏辞典》中查找了《春望》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深
入研究了这首诗的相关分析文章，更深刻地理解了诗人
因“国破”而见花落泪，闻鸟心惊的心情，被诗人忧国忧民
的博大情怀所感动。我想，这是我能够上好这节课的首要因
素，我想要让学生们被杜甫的这首诗，被杜甫的伟大情怀所
感动，那么我首先被他所征服，所感动是很重要的，读到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我都落泪了，我要将这种情感带
入我的课堂只中去，用我的情感去感染学生，师生共同感悟。

课前，我们都有一种渴求感。希望尽快进入课堂，希望学生
好好和你配合，渴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可你如果不钻研
教材，不钻研你的学生，学生想到的，你没有想到，你又怎
么能和你的共同研读文本呢？所以我们要认真钻研教材，掌
握教材，并根据教学的特定目的和要求，以及学生知识水平
的高低，将教材的内容进行再组织、再创造。才能有效准确
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才能选择好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
欢乐的气氛中学到知识，增强能力。

有几个学生的发言让我难忘。“泪”字激起的共鸣最多。学
生们说此字颇奇，说人心中悲痛，至多说到“泪流满面”已
是极度夸张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泪水呢？这样的泪水究
竟饱含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呢？不仅是泪多如倾盆之雨，更是
心中有万千激愤，泪来的突然而猛烈，学生纷纷说出自己的
意见，有的说感悟到了诗人的悲愤，有的说感悟到了诗人的



思亲，还有的说是诗人面对此情此景无限伤感的泪水，不同
的孩子，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这每一次的感悟
都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到诗人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所以，我把
这句话出示出来之后，在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孩子们竟
然和我一同深情的朗读了出来，这使得整个课堂情感得到了
一个提升，也使得我和学生的情感达到了共鸣。

“望”杜甫的一生，一个饱经风霜的杜甫，一个忧国忧民的
杜甫，一个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杜甫，一个温柔慈爱的杜甫。
他们还望到了历史的烟云，战争的残酷，望道了人生的无常，
望到了世世代代人们对战争的诅咒……了解杜甫是我这堂课
的一个愿望吧！似乎我这么多年来，都是在杜甫沉郁顿挫的
诗歌里成长起来的，我希望孩子们也能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
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所以，我选择了几首易懂的，流传较
为广泛的诗歌来进行课外拓展，首先是比较《春望》和《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然后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
这些诗句走过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杜甫的
眼里会常含泪水，因为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爱得深沉。

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四

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

1、对童话这种题材的讲解不透侧，用这种方式有什么具体的
好处教师的引导不到位，只能停留在表面层次上，比如说生
动、具体、形象，没有深入了解。

2、学生的环保意识只是理解，没有对此引发出来的.内容进
行巩固和进一步了解，应该让学生以写作的形式或是小组合
作探究的形式来加深对环保意识的认识，这是文章的重点部
分，挖掘的不够透彻。

3、课堂学习方式比较单一，没有给孩子更多的探究和合作的



时间，只是一味的让孩子自己品悟，对于童话的方式，学生
也没过多的体会，也没发现孩子对这种文体的喜爱。这也是
老师的失败之处，童话以它生动的语言描写，发散的思维方
式，应该能赢得更多孩子的喜爱！

春望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五

教育家布鲁巴克认为：最精湛的教学艺术，要遵循最高原则，
就是学生自己提问题。因此在教学中我就大胆鼓励学生质疑
问难，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甚至提一些不找边际的问题。
但是这样久而久之，可以培养学生主动的思考、主动学习的
习惯。在我的帮助下学生们解决一些浅显的问题，最后师生
共同讨论解决了课文的难点：查理变化的原因。这个问题是
文章的`灵魂，通过学生的质疑，解题。最终促使学生感知、
感悟，既突出了课文的教学目标，又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阅读是学生个性
化的行为。”在教学设计中，让学生边读边联系自己的生活
实际，如自己周围的同学、伙伴，去读去感悟，来加深对课
文内容的理解和体验，从而把培养学生的感受、理解能力与
发展学生的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