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 清明教学反思
(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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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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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这是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讲的是关于
清明节由来的一个感人肺腑的传说故事。相传，晋文公重耳
流亡期间，随臣介子推，在重耳饿得头昏眼花时，割肉奉君。
他护主救国的举动，感动了晋文公。后来流亡了十九年的重
耳当上了晋国的国君，他不忘此事，想封介子推为官报答他。
介子推一一回绝，为了躲避当官，介子推背着老母亲躲进深
山。晋文公想逼他出来，放火烧山。介子推宁可焚于柳下，
也不接受恩惠，不图富贵。晋文公怀念他，定他忌日的第二
天为清明节。介子推不图富贵，不居功劳的精神，激励着晋
文公执政清明，完成治国安邦的大业，百姓安居乐业，也十
分怀念介子推。因此，每逢清明节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
他。慢慢地清明节成为我国的传统节日。

本课设计时我从问题入手，再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以此为
抓手，解词析句，探究问题，深入地理解课文，从而达到知
识、能力、情感共同提升。在学习课文时，我主要围绕三个
问题来理解课文：

1、介子推割肉煮汤给重耳吃，他对晋文公的希望是什么？

2、晋文公做到了吗？你从哪儿可以看出？



3、介子推死前留给晋文公的血书，你是怎样理解的？重点理解
“清明”的意思。（学生可以理解为不做昏君，做个清正、
廉明、勤政的国君。）从介子推的割肉丰主，以及宁可被烧
死，也不做官，来体会他那种不图回报，不图富贵，不居功
劳的高风亮节。

整节课虽然看似目标完成得不错，但我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感
觉，因为总觉得还有那么一些学生，他们好像都是在云里，
雾里似的。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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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古诗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学习传统文化，目的是让学生领略
我国古代的经典文化，理解并背诵古诗，让学生受到传统文
化的熏陶。因此，在教学古诗《清明》时，我注重了让学生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并初步体会诗人所
表达的意思。在教学古诗时，采用多种方式读，如：自由读、
同桌读、范读，小组读、男女赛读，使学生熟读成诵。从而



使学生慢慢喜欢上古诗。

这首诗与我国的传统节日清明有关。课前我调查了学生，学
生对清明节的习俗知道很少，甚至部分学生不知道。所以我
在本节课开头设计了清明节的由来和相关习俗。目的是让学
生了解我国的习俗文化。在教学诗意时，我结合制作的课件，
让学生看到春天花红柳绿的画面，帮助学生理解诗意。在教
学诗意时，鼓励学生质疑。根据学生的质疑，教学诗意。在
学习古诗后，我让学生跟着视频资料读，学生积极性较高，
效果很好。

教完之后，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总是有些遗憾，比如：播放
视频时，出了一点儿小故障，比预料的效果差了点儿。已学
的'电脑知识还解决不了这个小故障，真是悔恨自己知识还是
少啊，应该多学一些。再如：学生在老师示范下，能读准节
奏、停顿，但是指导学生读出古诗的韵味还不够。再如：我
认为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没有预料的高，教学时，可能自己
的激情还不够。

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1、清明刚过，清明节假期里你做了些什么？

2、学生谈话。了解清明的习俗：踏青、扫墓以及清明的气候
特点。《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
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

3、清明也是一个节气。

1、过渡：唐朝大诗人杜牧就有一首以《清明》为题的诗歌记
下了他在清明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流传千古。提生试诵。

2、了解学习古诗的途径方法。



1、古代人读诗都是要吟的，我们不会，不妨展开想象把自己
当做诗人拉长语调来读。

2、朗读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想象画面。清明，这是一
个怎样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是一场怎样的雨啊？你的眼
前出现了一幅怎样的情景？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
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雨纷纷”，
在此形容那春雨的意境的。

3、朗读诗句“路上行人欲断魂”，想象画面。路上，是怎样
的光景了？行人，指的是谁呢？为什么在雨中赶路？欲断魂，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哪？“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
面的事情。“断魂”，是竭力形容那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
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

4、连起来将第一个诗句吟诵一遍。探究：下了一点小雨，就
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吧？理解：在古代风俗中，
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
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而今行人孤身赶路，触景伤怀，
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
又平添了一层愁绪。因而诗人用了“断魂”二字。

5、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
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情
在景中、景即是情，情景交融。“雨纷纷”“欲断魂”中国
人就是这样的含蓄，如果以后某一刻，你的心绪也是如此的
纷乱，你也可以写下--细雨纷飞。

6、提炼总结学法：刚才我们是如何学习古诗的？(板书：读
古诗、想画面、悟诗情)

7、自学最后两句：朗读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想象画面。这时涌上心头的一个想法：往哪里找
个小酒店才好。



8、汇报交流：学生朗读。想象画面：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
到了什么？(指名两人演出画面)找出两个动词：“问、
指。”揭示了“遥”的妙处：不远不近的距离，包含了含蓄
无尽的兴味，引起无穷想象。“杏花村”：美丽的杏花深处
的村庄--增加了诗歌美感，引起无限想象。小结：诗歌到此
戛然而止，可是通过对这两个词语的品味，我们发现诗歌言
已尽而意未完，它留给我们一个广阔的想象余地。

9、想象诗外之境。诗人看到杏花村会怎么做呢？

杜牧(803一约852)，字牧之，唐代晚期的著名诗人。人们把
他和杜甫并提，称他为“小杜”，称杜甫为“老杜”。“小
杜”有才华，有抱负，写诗喜欢评今论古，抒发军事、政治
见解。他有不少描写山水风光的小诗，名朗秀丽，清新自然，
深受读者喜爱。

1．出示诗歌的变体。学生读感受。三言诗：“清明节，雨纷
纷。路上人，欲断魂。问酒家，更精简的是：“清明雨，断
魂人，寻酒家，杏花村。”四言诗：“清明时节，行人断魂。
酒家何处，指杏花村。何处有？牧童指。杏花村。”

2、清代才子纪晓岚改为五绝：“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有人把此诗改为六言：“清明
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断魂。借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
村。”相传，宋代大文豪苏轼标点稍变，竟成一首绝妙小
令“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让学生试改编一个。

3、小结：这种种形式都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下
一个端午节、儿童欢喜和悲伤的每一天，都可以用这样或那
样的一些形式记录下来。

年年清明，也许在下一个清明节里，在纷纷的细雨中，说不
定你们会轻轻的吟诵起来。齐诵《清明》。



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这是一篇关于清明节由来的传说，讲的是一个感人肺腑的故
事。相传，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随臣介子推，在重耳饿得
头昏眼花时，割肉奉君。他护主救国的举动，感动了晋文公。
后来重耳当上了国君，不忘此事，想封他为官报答他。介子
推一一回绝，为避当官，他躲进深山。晋文公想逼他出来，
放火烧山。介子推宁可焚于柳下，也不接受恩惠。他不图富
贵，不居功劳的精神，激励着晋文公执政清明，完成治国安
邦的大业。日后，晋文公怀念他，定他忌日的第二天为清明
节。百姓安居乐业，也十分怀念介子推。因此，每逢清明节
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他。慢慢地清明节成为我国的传统
节日。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曾说过：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
由自在地呼吸。心理学研究还表明：人在轻松和谐的环境里，
思维才表现得最活跃。相反，在压抑的思想环境里，在禁锢
的课堂教学气氛中，是很难产生创新性思维的。本课设计时
我从问题入手，再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以此为抓手，解词
析句，探究问题，深入地理解课文，从而达到知识、能力、
情感共同提升。例如：在学习读第一段，随机处理“传统节
日”“感人肺腑”等词。在指导学生分角色读好君和臣的对
话。重点理解介子推的话“做治国安邦的清明国君”。初步
理解“清明”的内涵。在引导学生联系重耳流亡的背景及自
己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现实，让学生谈出自己对“清明”的理
解。学生可以理解为不做昏君，做个清正、廉明、勤政的国
君。）指导学生边读边想象“一一回绝”“放声恸哭”所表
达的内容，认识介子推拒绝做官，不图回报的高风亮节。还
有，对重点的句子感悟，也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引导。

虽然看似目标完成得不错，但我仍有一种“空”的感觉，感
觉课文深入的不够，这可能与学生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少有关，
但更多的是我对教材的挖掘还是不够深。



清明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清明》是小学四年级下册《古诗词背诵经典》中的一首诗。
是诗人在清明节行路中遇雨有感而作。行人在扫墓的路上遇
到了纷纷细雨，又湿又冷，心中无限忧愁。诗人寻找酒家避
雨，牧童指向杏花深处的村庄。牧童给忧愁的诗人带来了希
望。全诗有景色，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通俗易懂，景
象鲜明，形象生动。这是我进行的一节课外阅读指导课。通
过课题组成员的评课及自己的反思，现在总结如下。

这节课外阅读指导课最大的亮点是教给学生学诗的方法。学
生已经学过一些古诗词，对于学诗的方法已有一定的感知。
在这节课上，师生又一起总结了学诗的方法：“解诗题，知
作者，通其文，明诗意，悟诗情”。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
用学诗的方法自学《清明》这首诗。这节课外阅读指导课成
为课内阅读到课外阅读的桥梁。

其次，这节课外阅读指导课体现了中年级的学习重点。《语
文课程标准》对中段古诗词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是：“小学
中年级学生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
悟内容。”中年级学生，识字量增大，理解能力有所增强，
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吟读、想象、
感悟”为主。在“吟读”之前正确划分节奏，停顿正确，同
时，引导把字音读准。在阅读诗歌时，引导学生结合注释、
图文对照、与生活链接、展开想象的翅膀领悟内容，在头脑
中勾画出丰富的形象，读出了诗词的画面感。并通过查找资
料，了解了作者的生平，感受了作者在诗中流露的情感。这
样，在“吟读”时，真正达到了口中有字，眼中有景，心中
有情。

学生掌握了学诗的方法后，我又把课外阅读落实下去，我将
和学生一起共读一本书《古诗词背诵经典》。这样，我引领
学生走进诗歌的殿堂，也将和学生一起感受诗歌精湛的语言，
深远的意境，深刻的内涵。让诗歌激发我们的想象力，陶冶



我们的性情、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提高我们的语文素养。

总之，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不能就诗教诗，我们要把语文课
堂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也就是学生的生活和大自然，
要和学生一道开发和生成开放、富有活力的课程，极力传承
并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教学水平，提高诗词教学的有效性，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语
文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