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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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
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
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作者由外界的事物触发
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入作者
自己的某种感情色彩，并制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天地，使读
者在阅读诗歌时能根据这个艺术天地在内心进行二次创作，
在还原诗人所见所感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感情色彩。因此，
对诗歌意象的探究是解读和教学诗歌的要核，在诗歌鉴赏过
程中，意象分析是起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突破这个难点
的关键就在于，将这个抽象的概念还原为具体的诗歌名句中
意象的感悟，使用举一反三的启发式教学。

我认为要让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通过感知和想象的心理
层面引导学生感悟诗歌意境的美，要充分尊重审美心理的形
成规律，因此我以感受意象为引入，特别引王维的《山居秋
暝》为例，这是有一个思维的递变过程的，再在这个感受的
基础上提出概念，学生很快就把握了意象的基本概念。在这
点上学生的思维过程有一个截面的剖析。

进行意象分析只能举一反三，所以我选取了一些典型的诗歌
意象来进行分析，月的意象和柳的意象主要是思考它们具有
什么样的文化意蕴，怎样成为诗歌意象的。学生在这两组的
意象分析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是出乎我们预料
的，这是教学的生成性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引



导学生形成了意象分析的方法。学生自然而然的就得出，意
象分析必须注意意象的特点品质和诗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分析意象组合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想象和联想进行再创造，
意象之间似离实合，似断实续的状态被学生还原了。如在分
析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幅苍凉悲壮的
秋行图。原来景是人眼中的景，而人是天涯断肠人，所以第
一层形成的动静相迭的事态描绘的其实是天涯沦落人那种颠
波流离、潦倒无依的曲折境遇和哀惋凄苦的多重心态下的情
感轨迹。学生亦能从这样画面的还原和情感的体验，将诗歌
意象通过鉴赏升华为一个境界，也就自然得到了意境的审美
升华。

诗歌鉴赏的教学，应该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感知体验，从此来
培养文化的感悟能力，形成素养。在过去的诗歌教学中，由
于应试专家和老师们精心炮制诗歌鉴赏的解题技巧，学生并
没有进行真正的鉴赏活动，而是追求技巧的运用和答案的要
点的完整性，跳过了感知和想象的心理层面。我认为诗歌鉴
赏的教学要充分尊重审美心理的形成规律，从术语、文化知
识的抽象的植入转变到文化感悟的培养，展开合理想象用生
动形象的语言描述有关诗句的意象、意境，这就是一个很好
的起点。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1、本节课我的教学重点是诗歌的朗读和背诵，并从中感受作
者的思想感情。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主要运用了多媒体音频
和视频来营造浓厚的学诗氛围，同学们都能在我的引导下掌
握了诗歌的朗读技巧。

2、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对诗歌的整体感悟和诗歌意境的品味。
在难点的解决中，我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再造想象能力和联想
能力，让学生展开想象和联想去谈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在我



的引导和解说下，学生都能感受了诗歌那苍凉凄清的艺术境
界。

3、本节课的能力培养和拓展是写作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学生学习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后，课堂进行片段作文训练，
拓展学生的写作能力。

4、在对作品字、词、句的品析上，我做得不是很好。还应给
寄予更多的学生以更充裕的时间说出自己的感受。学生更多
的时间去思考，这样学生对作品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同时，我的板书字体也不是很美观，还得继续加大力度不断
的进行苦练。

1、“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得教学过程成为学生
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活动过程”。

在这节课中，我主要是通过反复朗读课文，让学生掌握诗歌
的朗读技巧，完成了我的教学重点。在这点上我做得还是比
较成功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了诗歌的朗读氛围，并能很好的
把整首曲子有感情的进行朗读和背诵。

2、“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现代教育观念的核心。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主要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
方法来完成我的教育目标。在对作品字、词、句的品析上，
我就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核心。

3、“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是贯穿教学大纲的一
条红线。

在课堂中，我主要是通过对意境的感受和作业的训练来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来畅谈自己的感悟和心得体会。



意境的感受是本节课的教学难点，因此学生感觉比较吃力，
花的时间多也一些。但是在我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学生对
诗歌的意境有更深的了解，都能从中感受作者内心深处的无
限伤痛之情。完成了我的难点突破计划。这点也是比较成功
的。

能力的实践上学生也能掌握得比较好。都能很快的用刚学
到“借景抒情”的方法来感受课外读物的分析和品味。

1、以学生为本，弘扬学生主题精神为主。教师要从知识的传
授者转换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2、备课中只要是从“三维目标”（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去制定自己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难
点。

也就是说在备课的时候要明确自己本节课要引导学生掌握那
些知识和技能；要指导学生采用怎样的学习方法和经历怎样
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会有怎样的体验。

3、还要做到尊重差异、承认差异，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备课。

作品内容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对诗歌的朗读、背诵和品析来
完成。

在理解和背诵的基础上，才会对作品有所感悟，这样才能更
好的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流露。

在理解诗歌内容和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之后，对作品的整体感
悟也会得到巩固和升华，这样就能更好的感受整首诗歌的意
境。在感受了到诗歌的意境之后，本节课所学到的知识已经
在慢慢的从实践中转化成为技能。



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进行片段作文的拓展训练，提
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很久没有这样兴师动众的做课了，真的，我毫不否认公开课
多多少少是要有表演的成分的，不过，我还是很庆幸，也很
珍惜这次讲课的机会，因为，我已经久违了这种感觉，久违
了夸张一点讲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味道，此时，我
特想尝试一下新课型的讲法，因此，我准备尝试我没有讲过
的公开课的课型——诗歌，于是，征得了备课组全体成员的
同意，《古代诗歌四首》被初步确定。

但是，四首诗一节课下来，必然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再
说刚刚开始上初一的小孩子，自然不会读诗的方法，无法融
会贯通。于是，我们又商定，压缩内容，择其要来讲，于是
乎大致确定为《次北固山下》和《天净沙秋思》。当然，几
经斟酌，我们又决定只讲一首曲《天净沙秋思》，力求让刚
刚进入初一的学生能够在此课上感受到学习古诗的乐趣、方
法技巧，更主要的是可以融会贯通，感受到朗读和体会是读
诗的要着。

于是我们又开始着眼于马致远其人。马致远（约1251~1321
至1324），字千里，号东篱，元代戏曲作家，元大都（今北
京）人，因《天净沙·秋思》而被称为“秋思之祖”。但他
是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
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
了人生的耻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
“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
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
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
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
有“曲状元”之誉。而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
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很显然是他晚年之



作，因而“断肠”之痛可以随处看到。

通过此课，我感受颇多，反思也很多：

这节课虽然只是四十五分钟，看上去是我一个人和36名学生
的展演，但，在我的背后有整个的教研组，有宋昀老师的悉
心指导，有李英军老师的耐心指点，有崔玉萍老师的鼎力相
助，有王峰军老师的中肯建议……所以尽管还没有达到学校
领导，特别是董校长这样的语文专家的充分肯定，但是，我
们也在讲课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集体智慧的力量，集体力量
的伟大！

高，做到了读中学、读中赏、读中悟、读中背，读中拓，于
是，各类诗歌体裁的学习方法，学生都会了。那么，这个例
子的作用也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一向自信的我在讲此课
之前也有过很多犹豫，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坚持下来了，
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自身驾驭能力有限，所以，本课虽有拓
展，但是明显感到容量较小、密度不大，相对于知识爆炸、
信息爆炸、智慧爆炸的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我还显得过分保
守，也明显暴露出我自身功底不够深厚，学习不够深入，知
识不够扎实等诸多缺点，于是，我在头脑中有设计出一系列
的读书方案，当然包括读屏，争取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提高，
尽量对各类课型有深入的把握和理解，不负众望。

谢谢！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1、本节课我的教学重点是诗歌的朗读和背诵，并从中感受作
者的思想感情。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主要运用了多媒体音频
和视频来营造浓厚的学诗氛围，同学们都能在我的引导下掌
握了诗歌的朗读技巧。



2、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对诗歌的整体感悟和诗歌意境的品味。
在难点的解决中，我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再造想象能力和联想
能力，让学生展开想象和联想去谈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在我
的引导和解说下，学生都能感受了诗歌那苍凉凄清的艺术境
界。

3、本节课的能力培养和拓展是写作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学生学习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后，课堂进行片段作文训练，
拓展学生的写作能力。

4、在对作品字、词、句的品析上，我做得不是很好。还应给
寄予更多的学生以更充裕的时间说出自己的感受。学生更多
的时间去思考，这样学生对作品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同时，我的.板书字体也不是很美观，还得继续加大力度不断
的进行苦练。

二、教学目标、理念。

1、“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得教学过程成为学生
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活动过程”。

在这节课中，我主要是通过反复朗读课文，让学生掌握诗歌
的朗读技巧，完成了我的教学重点。在这点上我做得还是比
较成功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了诗歌的朗读氛围，并能很好的
把整首曲子有感情的进行朗读和背诵。

2、“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现代教育观念的核心。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主要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
方法来完成我的教育目标。在对作品字、词、句的品析上，
我就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核心。

3、“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是贯穿教学大纲的一



条红线。

在课堂中，我主要是通过对意境的感受和作业的训练来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来畅谈自己的感悟和心得体会。

意境的感受是本节课的教学难点，因此学生感觉比较吃力，
花的时间多也一些。但是在我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学生对
诗歌的意境有更深的了解，都能从中感受作者内心深处的无
限伤痛之情。完成了我的难点突破计划。这点也是比较成功
的。

能力的实践上学生也能掌握得比较好。都能很快的用刚学
到“借景抒情”的方法来感受课外读物的分析和品味。

三、备课理念

1、以学生为本，弘扬学生主题精神为主。教师要从知识的传
授者转换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2、备课中只要是从“三维目标”（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去制定自己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难
点。

也就是说在备课的时候要明确自己本节课要引导学生掌握那
些知识和技能；要指导学生采用怎样的学习方法和经历怎样
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会有怎样的体验。

3、还要做到尊重差异、承认差异，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备课。

四、诗歌的教学重点。



1、理解诗歌的内容：

作品内容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对诗歌的朗读、背诵和品析来
完成。

2、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理解和背诵的基础上，才会对作品有所感悟，这样才能更
好的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流露。

3、整体感悟诗歌的意境：

在理解诗歌内容和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之后，对作品的整体感
悟也会得到巩固和升华，这样就能更好的感受整首诗歌的意
境。在感受了到诗歌的意境之后，本节课所学到的知识已经
在慢慢的从实践中转化成为技能。

4、学生能力的培养：

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进行片段作文的拓展训练，提
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天净沙秋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我感到一堂课除了夯实教学重点，紧紧抓住教学情感外，更
为重要的是精妙的教学设计。这是个逐渐成熟的教学功夫，
教师一定要有教学敏感性，当看到课本的每一篇文章时，要
很快地找到切入点。这节课我就以“秋思”为切入点，由一
首诗来引出“秋思”的诗题。另外，在听课时，我还发现了
九年级的一位老师在讲文言文时，从文题的重要的.字去找切
入点，由文题的两个字来统领全文，使整个教学设计紧凑而
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