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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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篇一

本次大讲堂，我沿用我们组上《走进苏轼》的模式，从辛弃
疾其人走进辛弃疾其文，沿用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走进苏
轼》讲的苏轼生活中的几个代表性的片段，由一些小故事让
听众了解苏轼的个性，而辛弃疾的一生我采用了浓缩生平法，
清晰流畅地让听众了解他的一生。

讲堂上，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听众了解辛弃疾“其人”，了
解这个伟大词人的性格特点。为了把握好辛弃疾的个人特点，
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也借鉴了大量的其他资料，终于了解
到辛弃疾终其一生都有个追求——驰骋沙场，报效祖国，但
其一生也有一个最大的悲哀之处——他的梦想一生都没能实
现，因此雄心壮志难酬，一生不得志就是他最大的特点。他
的词作也大多以此为情感基调，了解了辛弃疾的这一特点，
理解他的'诗作就如有了一个解题的钥匙，于是，我把他的这
一特点作为我此次讲堂的中心思想。

围绕中心，我精心选择了以下几方面来介绍他：尚武的少年
生活，英武的青年英雄，杰出的政治才能，压抑的军事才能。
每个小模块都有相应的故事来突出辛弃疾的特点，例
如：“尚武的少年生活”这一段我就着重介绍了他成长的家
庭背景和他少年时期的兴趣爱好，突出“尚武”的特
点，“英武的青年英雄”一段，我为听众讲了辛弃疾活捉叛
徒张安国的故事，突出他“英武”的特点。



为了增加讲堂的互相性，我精心设计了几处互动，例如：请
大家猜猜辛弃疾少年时期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听众猜得最
多的是“看书”，因为大家所熟悉的辛弃疾形象是个词人，
所以我揭晓谜底：让我们看看辛弃疾的一句词：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娇》”

槊就是长矛，一种古代常用的兵器，横槊呢，就是横持长矛，
是指从军或者是习武。从这句我们可以看得出，辛弃疾少年
时最喜欢习武，至于喝酒写诗，那都是业余爱好。猜迷的人
大吃一惊，从而了解到辛弃疾能文能武的非凡才能。还有一
处互动设计在猜想辛弃疾饶没饶过叛徒义端这一故事中，大
家各执己见。我揭晓谜底：没有饶过。因为辛弃疾一生的个
性疾恶如仇、刚直果敢；不贪名图利，不阿谀奉承。所以辛
弃疾不会饶过这样的叛徒。这种“吊胃口”的方式很能活跃
气氛，也有利于听者更了解主人公。

从现场的反映来看，《剑胆诗魂辛弃疾》这堂大讲堂还算是
成功，不足之处在于听者对于辛弃疾的形象还不够立体，原
因可能是我在讲解时只讲解了故事，没把提纲打在课件上，
这是我要改进的地方。《剑胆诗魂辛弃疾》教学反思》这一
教学反思，来！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篇二

《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名家名篇，其成功教法当然很多。
但是，观其大略，无外乎朗读、讲解、分析，就词论词。在
总结这些教法的得失之后，这节课在教学设计上特别注重创
设情景，意在使学生在特定的情景氛围中感受苏轼词的豪迈、
奔放风格，体会词人壮志满怀却无处可酬的情怀。

随着《三国演义》片头曲的响起，我们很快进入肃穆悲壮的
情景氛围中，这为整节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调。接着学生
朗诵，而配有音乐的名家朗诵更将那种苍凉悲壮的情感表现



的淋漓尽致。到这里，我暗自高兴，我已经成功的将学生带
入苏词的情景氛围之中了。

可是，由于这节课注重从总体上把握词人的豪迈风格和壮志
情怀，使得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设置上偏难，学生不容易理解
苏轼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时期中国文
人普遍的价值取向;而我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上，急功近利，急
于让学生的答案与自己预想的相符，这样使得一些学生本来
完全可以自己讨论得出答案的问题，而变成了由我迫不及待
地说出，并造成答案模式的固定化、唯一化，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思维。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篇三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了词
人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一、本节课的设计理念：

教学遵循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感悟”的教学原则。

1、通过学习上阙，引导学生自学下阙。通过上阕的学习学习
学到了学习诗词的方法：知音—明意—悟情，小组合作自学
下阙。

2、通过创设学习词的美好的意境，引导学生融入想象，自读
自悟，勾勒画面，相互交流，体会意境。

3、在自读、精读、熟读的基础上，加深体验。通过课后拓展
诗词，吟诵诗词的活动，拓展学习的时空。

二、成功之处：

在这堂课中，我主要采用诵读感悟，品评赏析，积淀深化的



教学方法，适时借助多媒体音乐与课件画面的渲染，引领学
生读中感悟，读中融情，悟中升情。

本节课我设计了以下三个教学环节：第一个环节：知音正音，
导入新课，创设诗意课堂。第二个环节：初读诗文，感知诗
意。第三个环节：品读诗文，体会情感。

在第一个环节：创设诗意课堂中，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热爱古诗词的情感，
激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求知欲，我从作者导入本词，通过介
绍辛弃疾的爱国情怀，以及他的豪放词风，引出本词。

第二个环节：初读诗文，感知诗意。

在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采取多种多样的朗读方式朗读。首先
教师范读。借机强调了生字字音，“转”、“见”，然后让
学生自己读读诗，然后指明读。当我发现该同学字音读的十
分准确时，接着，我引导同学们读诗要有节奏，尤其是七八
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第三个环节：品读诗文，体会情感。

古诗带给学生的是更多想像的空间，这样的创造性的预设有
助于把学生引入深远的意境。如在本课中我让学生结合自己
的理解，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想象人物的心情、感受，体
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加深了学生的理解，帮助学生体会意境。

总之，这节课，我尽力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用自己的
热情感染、带动学生，不失时机地赞赏，积极有效的引导，
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语文的成就感，感受到诗词的独特魅力。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篇四

辛弃疾曾两次罢官，隐居在上饶(今属江西省)的带湖，前后



将近二十年。这首词是词人在隐居时期里写的，词牌下原有
小题：“夜行黄沙道中”。黄沙，就是黄沙岭，在上饶西部。
词中描写农村夏夜的清新景色，抒发词人的闲适心情。

上片写的大约是前半夜的景象：明月初升，山林顿时变得明
亮起来，惊动了在枝上栖息的山鹊和蝉;清风吹拂，把它们的
叫声送到夜行人的耳中;田野间弥漫着稻花的香气，水中的青
蛙不断地鸣叫;一路上都可以听到出来纳凉的人们在谈论着今
年的丰收。词人在夜行中见到、听到这一切，他内心的喜悦
是可想而知的。这些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很动人的。从一方面
看，词人正是用农村夏夜里特有的`声音蝉鸣、鹊啼、蛙叫、
人声来渲染欢乐的气氛;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声音又全都是从
夜行人的听觉中反映出来的，他能清晰地听到这一切，反过
来又表现了夏夜的寂静。这正是寓静于动的写法，能够引起
读者丰富的想像。

下片写的是后半夜的景象：乌云骤起，月光消失，天边只剩
下几颗暗淡的星，田野变得昏暗了;当词人走到山前时，雨点
飘落下来，他知道骤雨将至，想要找个地方避雨。说来也巧，
当他急急忙忙转过溪头时，一眼就看到了他过去曾经见过的
那家茅店，依然在社林旁边。不用说，词人这时的心情是何
等欣慰呀!

这首词上片写景其实是烘托，下片写避雨才是词人本意所在，
也是词的意趣所在。在山野里夜行遇雨而又能找到避雨的地
方，这种乐趣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辛弃疾词两首教学反思篇五

本次大讲堂，我沿用我们组上《走进苏轼》的模式，从辛弃
疾其人走进辛弃疾其文，沿用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走进苏
轼》讲的苏轼生活中的几个代表性的片段，由一些小故事让
听众了解苏轼的个性，而辛弃疾的一生我采用了浓缩生平法，
清晰流畅地让听众了解他的一生。



讲堂上，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听众了解辛弃疾“其人”，了
解这个伟大词人的性格特点。为了把握好辛弃疾的个人特点，
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也借鉴了大量的其他资料，终于了解
到辛弃疾终其一生都有个追求——驰骋沙场，报效祖国，但
其一生也有一个最大的悲哀之处——他的梦想一生都没能实
现，因此雄心壮志难酬，一生不得志就是他最大的特点。他
的词作也大多以此为情感基调，了解了辛弃疾的这一特点，
理解他的诗作就如有了一个解题的钥匙，于是，我把他的这
一特点作为我此次讲堂的'中心思想。

围绕中心，我精心选择了以下几方面来介绍他：尚武的少年
生活，英武的青年英雄，杰出的政治才能，压抑的军事才能。
每个小模块都有相应的故事来突出辛弃疾的特点，例
如：“尚武的少年生活”这一段我就着重介绍了他成长的家
庭背景和他少年时期的兴趣爱好，突出“尚武”的特
点，“英武的青年英雄”一段，我为听众讲了辛弃疾活捉叛
徒张安国的故事，突出他“英武”的特点。

为了增加讲堂的互相性，我精心设计了几处互动，例如：请
大家猜猜辛弃疾少年时期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听众猜得最
多的是“看书”，因为大家所熟悉的辛弃疾形象是个词人，
所以我揭晓谜底：让我们看看辛弃疾的一句词：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娇》”

槊就是长矛，一种古代常用的兵器，横槊呢，就是横持长矛，
是指从军或者是习武。从这句我们可以看得出，辛弃疾少年
时最喜欢习武，至于喝酒写诗，那都是业余爱好。猜迷的人
大吃一惊，从而了解到辛弃疾能文能武的非凡才能。还有一
处互动设计在猜想辛弃疾饶没饶过叛徒义端这一故事中，大
家各执己见。我揭晓谜底：没有饶过。因为辛弃疾一生的个
性疾恶如仇、刚直果敢；不贪名图利，不阿谀奉承。所以辛
弃疾不会饶过这样的叛徒。这种“吊胃口”的方式很能活跃
气氛，也有利于听者更了解主人公。



从现场的反映来看，《剑胆诗魂辛弃疾》这堂大讲堂还算是
成功，不足之处在于听者对于辛弃疾的形象还不够立体，原
因可能是我在讲解时只讲解了故事，没把提纲打在课件上，
这是我要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