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 儿童诗两
首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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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一

注重了关于乘法意义“实际背景”的积累，让学生经历“问
题情境——发现、解决、比较问题——运算意义”的过程，
凸显了教学中的关注点是学生的认知过程和感悟。

1、从加法入手，感悟乘法

如何让学生体会到引入乘法的必要性呢？从学生熟悉的“儿
童乐园”入手，引导学生用加法解决问题，通过观察4个加法
算式，引导学生发现都是“求几个相同加数连加的和”，这
些相同加数的算式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乘法表示。这里
直接引入，并没让学生体会相同数连加的麻烦，而是让学生
在练习中通过写加法和乘法算式来亲身体验到乘法算式的简
便，从而凸显了学习乘法的重要意义。

2、注重从实际背景中理解乘法意义

把相同加数连加的算式写成乘法算式，关键是确定两个乘数
各是多少，一个乘数就是相同的加数，不会出错；另一个乘
数是相同加数的个数，它隐含在连加算式中，要加以强调，
这样有助于学生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学生是否把相同加数
连加的算式写成乘法算式，或都是否会用相应的相同加数连
加算式计算乘法算式的结果，都是学生是否理解乘法运算意
义的标志。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二

4古诗两首《江南春》反思：

春的景致直观地带给人美好的遐想，那么怎样和学生一起品
味春色呢？那就把诗意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把读诵
积累与情意熏陶结合起来。《江南春》就是将春景与情结合
在一起的诗，可以读出诗人用“春”创造出一种“责任”。
它不能非常透彻地讲给学生听，也许我们不能借古说今，但
背诵这首古诗，积累这首诗，给予学生不应该是单单一首诗，
应该把思想还给学生。杜牧看到这一切，以诗的方式记载着
历史。诗人是创造者，创造者本身就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这
首诗其实把这一切也都写了进去。虽然我们不能告诉学生这
么多，但通过点拨引导现在的学生做个有思想的人。在读通
诗句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划出自己不理解的字、词，查字
典或同学之间讨论，说说“莺啼”、“绿映红”、“酒旗
风”等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由串讲诗意：千里江南，到
处莺歌燕舞、绿数红花互相掩映。有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
郭，酒旗在空中飘荡。南朝留下的四百八十座寺院。那许多
宏伟的楼阁，笼罩在朦胧烟雨中。再让学生找一找江南春描
绘了那些景物？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这样朗读诗歌、
背诵诗歌就容易了。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4古诗两首《春日偶成》反思：



程颢的《春日偶成》比较简单，这是一个老人眼中的春天，
那种快乐，从“偷闲”两字可以读出来。老人如玩童，这是
一个人返朴归真的表现。我教此课，引导学生在大体理解诗
句意思的基础上，通过看图朗读、听音乐朗读，媒体出示等
多种形式反复体会诗歌的语言和意境，边读边想像，让学生
真正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诗是美好的创造，学生在教室里读着，肯定不如到生活中读
着，肯定不如到春天中读着。而春天的诗可以说非常多，这
两首诗学完后，引导他们继续寻找，尽可能地多研究几首，
这对于他们综合了解春天，了解春天其它方面负载的东西，
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有利的。领着孩子们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感受春光明媚，沐浴在充满暖意的大自然中，来一起背诵描
写春天的古诗，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和学生一起搜集描写春
天的诗，来朗读、背诵，效果非常好。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绝句》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的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能很好地把握新课程理念，遵照学生的年龄特点及认知规
律，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精心设计形式新颖、富有意义
和挑战性的问题情境，使学生觉得数学就在身边。

2.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造了轻松、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
具体的生活情境，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交流意识和应用数学的意识。

3.充分利用电教媒体，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提高课堂教学
的效果。



4.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练
习，调节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习兴趣，最后设计开放性的
练习，把数学知识生活化，达到了预定的教学目标。

5.学生表达要完整，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注重细节，
从一点一滴入手。

本节课不足的地方在于：

1.加法为什么要改写成乘法算式，学生不太明白。如果能创
设这样的情景：5个学生每人发一支铅笔，要发多少支铅笔？
全班30个人每人发一支铅笔，要发多少支铅笔？全校300人，
每人发一支铅笔，要发多少支铅笔？学生在练习本上列加法
算式，写不下，这时候引出可以用乘法算式来表示，学生就
会特别的兴奋。

2学生上台演练后，不要将评，将课堂交给学生，让其他学生
提问他，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篇四

文章既有一般“条约”的凝练、理性、概括，又有诗歌的感
情丰富真挚。这篇课文感情强烈，在教学上我主要通过朗读
体会世界儿童渴望和平的美好心愿，感受他们对战争的憎恶，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朗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联系战争实
例，去感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从而激发情感共鸣，
升华中心。

由于和平离孩子们较远，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年代，
对战争，对灾难都来源于媒体，要他们谈感受，很难。于是
课前我布置他们搜集关于战争方面的图片和资料，并要求学
生把这些资料读懂、读通，有条件的可向家里的老人了解有
关战争方面的话题，让学生感受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
痛苦。课上让学生说说自己看到的那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画面，



读着一串串惊人的数字，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战争给我们带
来了创伤。课上再以“默读——交流——朗读”为主线，以
谈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为中心展开学习激发学生强烈的要
求和平的愿望，对全世界发出呼唤，在此基础上加强朗读指
导水到渠成，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七下语文外国诗两首教学反思篇五

新课改中的语文课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在语文课中，如何
能让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
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或旁征博引、或巧设
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机动，创造“我要学”“我
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
《问银河》这篇课文时，我找来银河、天体、宇宙、的录象
与学生一同欣赏，当浩瀚的宇宙呈现在孩子们眼前的时候，
我是那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渴求的眼神！他们太想了解
银河、了解宇宙了！我扣只心弦地提出：“他们想问银河些
什么呢？你还想说些什么？”于是开展了“给银河写一封
信”的活动，孩子们个个兴趣昂然，跃跃欲试。“激趣”极
大地调动了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
乐”。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给孩子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课
堂是什么啊？课堂是激情燃烧的动感地带，是他们求知、创
造、展示自我、体验成功的平台。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方。
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大的
平台。在《问银河》的教学设计中，我为学生提供了阅读的
平台，让学生在这平台中展示自己，通过三个小星星的阅读
提示，逐层深入，环环紧口。教给了学生学习的方法。让他
们愿学、会学、乐学。

在新课改中，我感受到了教学的快乐，学生体验到了学习的
乐趣。虽然在课改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了荆棘，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新的语文教学一定能点燃起孩子们心灵
的火花，滋润孩子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