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荷塘月色教学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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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教学反思篇一

我原想通过欣赏作者“剥开来看，拆开来看”的技巧，也引
导学生学习景物描写。可能因为时间紧，没很好地落实到位。
看来放到上一课时，可能还相对集中些，效果更好些。或者
本来也就只点到为止，大家好明白。而应把重点放在语言品
味上，正好吴特所言，干脆就来个美文美读。

自我感觉，“抢”是本节课最大的问题。老怕问题处理不
了——问题本来就没有足够精选，致使教师操控太多，结果
学生没有像平时上课那样，就某个具体问题充分地展开探讨。
徐芳松副校长说，课堂生成上有先入为主的倾向，这还是很
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我的课堂牵引太多。现在想来，远没达
到吴特所强调的充分放手，逼学生面对问题，发现问题，进
入问题，跳出问题的理想境界。吴特总是给我真诚的关怀，
切实的指导，有时看似蜻蜓点水，实则恰如庖丁解牛，关键
处一刀下来，如泥委地，豁然已解。能在他手下打杂，真是
三生有幸。市局陈信怀先生第一次来校视导的时候（2009
年10月）曾叮嘱我，一定要给吴特打好杂。话里话够我回味。

感谢吴雪姣同学在谈比喻句时对“峭楞楞，如鬼一般”那个
句子的提出。如果不是她及时提到这个句子，可能我在赏析
通感这一重点时把这个句子给忘了。幸亏她及时提出来。于
是我适时播放另一个版本的录音，也就是删了那句比喻句的，
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此时的喜悦之情很有帮助。可惜没能像
张健教师所说，给学生更多的读的机会，比较鉴赏的机会。



从写作上说，某个点怎样做到与文章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也是一个实例。晚上回家说给自家孩子听，她还很担心，就
那么巧，人家会不会觉得她是个托。天地良心，真没
有“托”。吴特曾告诫我，要表现的东西，一定要用盖子盖
起来，严实了，到时才撕开，给你一个新鲜。我真敬佩这孩
子，怎么就悟到了那个问题的呢，敏锐。

感谢张健老师就此还提到“鬼”句所表现的淡淡的情感、淡
淡的忧愁的问题。根据张老师的提示，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处
理好，我原本就没想到要往忧愁上引，只一根筯，往风格一
致，往淡淡的喜悦上引。其实淡淡的喜悦之中有淡淡的忧愁，
全文整体上还是淡淡的忧愁为主。这是整体感知的问题，说
来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一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本文就
因“这几天心里彼不宁静”而起，“到底惦着江南”看似喜
悦，实还忧愁呀。不是现在有忧愁，何以要“惦着江南”呢，
人是缺失什么就惦记什么呀。“到底”惦着江南，那有多少
心路历程要走过。

有几个老师说得可能委婉了些。比方詹仲喜老师说，从没用
一节课来品读《荷塘月色》，是不是说我光讲语言太孤立，
太单一。比方徐芳松副校长说，这篇文章语言美，情感更美；
还说真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想的。看来他们都跟张健老师一
样，注意到我的情感赏析有欠缺，只是没有明白讲出来罢了。
语言根本还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以后还真要在课文的整体情
感把握上再留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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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教学反思篇二

由于时代久远，作者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独特感受，不易为
现代青少年所理解，教学上有一定难度。但这又是一篇文情
并茂的优美散文，其语言精妙传神，是学生品味语言好教材。
笔者把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放在“品味语言，掌握方法上”，
“拈精摘要”，大胆取舍，主要抓住描绘“荷塘月色”的的
三幅图景，教会学生掌握品味语言方法。

1、诵读精彩文段：

诵读是品味语言的最基本的方法。著名特级教师洪镇涛先生
说：“……采用朗读的办法，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语言
使用的妙处，形成语感。”学生通过对精彩文段的反复诵读，
可以感受语言的丰富性，领会语言表达的规律性，从而增强
对语言的规范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文章不是无情物”，
通过表情朗读，学生从朗读的语调、音色和形象生动的词汇
中，领会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耳醉其音”、“心醉其
情”。

学习《荷塘月色》这篇课文，我主要采用多种朗读方法，诵
读描绘“荷塘月色”的部分。除齐读外，或让学生先听录音，
体会范读的速度，声调的高低以及感情的流露等;或由学生自
己试读;或让学生自读，便于自己体味、揣摩;或由一人范读，
其他同学聆听，然后共同评论其优劣。



荷塘月色教学反思篇三

学生找到这些关键词语后，应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这些词语的
意义和作用。我让学生思考："‘云’、‘月’是‘淡淡’的，
不能郎照，作者却以为是恰到好处呢?""蝉声与蛙声很热闹，
为什么作者说‘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生逐步明确这实际反映了作者思
想感情的发展历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不满黑暗现
实，追求自由光明，但一时又看不清前进方向，心情苦闷彷
徨，思想矛盾复杂，于苦闷中想求得一时的解脱，因此踏上
了求静之路，来到了日日曾走过的荷塘。欣赏着月下荷塘的
美景，作者得到了片刻的宁静，但现实的阴霾在心头挥之不
去，总有一股淡淡的'忧愁蕴含其中。学生再进一步可以理解
本文将客观描述与主观感受融为一体的写作特点。

不同词语的运用，所表达的效果也不一样，没有比较，就没
有发现，就难有深的体会。引导学生比较不同词语的优劣，
品味其中的奥妙，学习语文的兴趣也必然大增。

《荷塘月色》中描述月光时这样写道："月光如流水一般，静
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我让同学们比较"泻"字与"照"
的区别。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品味，一个"泻"字，变静为动，
增强了月光的流动感，同时与"流水"相照应，而"照"就缺少
这样的表达效果。

又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句中的"浮"，是否可以换
作"漂"或"升"呢?同学们思考后明确，"浮"，写出了雾的轻飘
状态，与"薄薄"相照应。"漂"和"升"就难以体现青雾的轻盈
之美、自由之态。

教学的目的在于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教会学生自己掌握品
味语言方法。实践证明，语文教学抓住了"品味"这个鼻子，
完全可以调动起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因为教材中所选



课文大都是语言精品，引导学生深入品味，就如同挖井，井
挖得越深，泉水越多，越甘甜。

荷塘月色教学反思篇四

《荷塘月色》一文，是一篇写景散文，又是一篇抒情散文其
写景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写荷塘上的月色，写月光下的荷塘，
相当成功作者表现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淡淡的忧愁，又有
淡淡的喜悦低调情绪笼罩着全文，如作者心里不宁静，路是
幽僻、幽静的，云、月是淡淡的，树色是阴阴的蝉声与蛙声
虽热闹，但与“我”无缘不满现实，但又不得不回到现实中
来至于喜悦，课文开头忽然想到日日走过的荷塘，“总该有
另一番样子吧”，于是欣然前往通向荷塘的小路，往日阴森
森的，“今晚却很好”，便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了到
了荷塘，心系美景，暂得自由，怡然自得之情顿生于是，由
赏景想到古人采莲那个“热闹的季节”“风流的季节”，淡
淡喜悦之情也是笼罩在全文的我认为，本文的教学，应加强
朗读，通过朗读体会文章的韵味，通过反复诵读体味作品写
景语言精练、优美的特点及其表达效果。

荷塘月色教学反思篇五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篇文
章，我听过许多老师讲过公开课。可以说，几乎每个老师的
讲法都不一样——有的着重于品味语言;有的偏向于体会作者
的感情……听得越多，便越觉得这篇课文不好讲，尤其是要
讲出这篇文章的精妙之所在，真是难上加难。

一篇文章的学习，不可能种种能力面面俱到，只能突出其中
一两个能力的训练。这就要求教师突出重点，“小切口，深
挖掘”。

这篇课文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于语言运用的理解。
语言文字可以表现多种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摄影



美……如何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体会到这些美呢?选取什么样
的切口呢?我陷入了深思。

一段《神秘园》中的音乐飘了过来。是的，美妙的音乐能给
人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其实，美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审美
功效。艺术是相通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引导学生动用
他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感觉、凭借他们丰富的想
象力来体会这篇文章的美。

在讲文章的第四、五自然段的时候，我发动学生动用所有的
感官来欣赏这两段文字，然后问他们：“在这两段文字中，
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又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作者什么
样的情感?”同学们读着、讨论，教室里非常热闹。

把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推向高潮的，还是关于第六自然段的
讨论。我先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种艺术形式来
表现第六自然的内容，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是画?是
音乐?是舞蹈?还是别的?”大家的回答比较一致，都认为应选
择一幅画来表现这段文字所传达的内容。我的下一个问题接
着来了：“绘画有很多种类，按照表现技法的不同，可以分
为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画和水墨画等等。如果你是
一位画家，你会选择哪一种绘画技法来表现这段文字呢?为什
么会这样选择呢?”

“素描!”一个声音很快地响起。

“来，来，你说说看，为什么选素描呢?”

“因为素描画简洁。第六自然段描写的景物不多，就只有树
和山，如果用别的画来表现，画面就会显得比较杂乱。”

这个心直口快的`孩子很自信地坐了下去。教室里忽然一片寂
静。有的学生在点头，有的学生却皱着眉在摇头。一只手高
高地举起来，是个秀气的女孩子。



“老师，我觉得素描画不好。因为素描画的线条太硬，层次
感、黑白对比都非常分明。但这段文字所表现的内容很朦胧，
很含蓄。您看：树色阴阴象一团烟雾，远山也只是树梢上隐
隐约约的一带远山，树与山的界线是不分明的。所以我觉得
用素描画不好。”

“那你认为用什么画比较好呢?”

“用水彩画吧!”她想了一会儿，“因为水彩画比较适合画景
物，它能表现出景物朦胧、含蓄的美”。

“不对!不对!”这个孩子的话音未落，另一个反对的声音响
起来，我点点头，示意他发表他的观点。

“水彩画的颜色太明丽，一般用来表现白天的景物。这段文
字写的是晚上的景物，色彩哪有那么鲜艳?”

我又问：“你说说看，用什么种类的画表现要好一些呢?”

“我还没有想好。”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你学过画吗?”我问。

他摇头。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凭感觉!”

哦，感觉!好玄的词儿!这不正是语感吗?

“好!班上有同学学过画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如
何?”

一个男生很神气地站了起来，还故作姿态地清了清嗓子。大



家都笑了。

“我觉得用中国的水墨画比较好，水墨画色彩淡雅。在这幅
画中，可主要选取黑墨，通过墨的深浅来表现远山近树的层
次。水使墨荡开，使山与树的界线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状
态。而且，中国的水墨画讲究一种‘留白’艺术。就是整幅
画并不画满，而是适当地留取一定的空白，给欣赏者一定的
想象空间。因此，中国画最适合表现空灵、含蓄的意境。而
未自清先生在这段文字中表现的淡淡忧伤与落寂，也就
是‘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句话，通过整个画
面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教室里安静极了，接下来便是雷鸣般的掌声。讲得多好啊!我
们的学生总会有让老师惊奇的潜质。我从他的一番话中知道
了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的回答让这节课更加精
彩了。

同学们都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话十分有说服力。上课，
并不是简单的老师教、学生学的过程，而是汇聚了许多闪光
点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过程。

我想，我应该把这节课记下来。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