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 桃花源记教学
反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桃花源记》是一篇经典文言文，如何能让学生既能理解文
章的意思，又不至于冲淡文言文的韵味？教学本文前，根据
学校“三环六步”教改新思路，认真专研了教材，了解学情，
但教学效果总觉得不够满意。在教完后我做了一些反思。

我在准备《桃花源记》时，摒弃那种全文翻译的老套路，另
辟蹊径，半文言半翻译的形式。过去是对重点语段、重点句
子做重点翻译，我反其道而行之，对重点语段进行保留，让
学生在品读中来领悟句子的含义。通过课堂实践，我觉得文
言文教学重点应落实，该记住的一定让学生多读多记，辅之
必要的练习。在考试未改革前，学生能得高分才是唯一。

为了进一步激发其同学们学习兴趣，我让学生以渔人身份来
叙述发现桃花源的过程，在叙述的过程中，可以依据个人理
解适当增加内容，如“我”在发现桃林是心里怎么想
的？“我”在看见村庄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我出了桃花源
后又是出于什么心里去告诉太守这件事的？从课堂的效果来
看学生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对人物心理揣摩也较到位。

对于文章的重点句子，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食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
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段文字是陶渊明
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对于这类句子不能只带领学生们翻



译一下就好了，关键是透过文字让同学们明白到陶渊明理想
社会的模样。为此设计让同学们仔细品读本段文字，通过字
词想象这个村庄的特点、它的环境、气氛，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人们的表情，精神状态等。同时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理
解，又结合陶渊明的生平及个性特点，补充在《桃花源诗》
中的有关诗句，加深理解。

我在教学中，尽量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尽量从他们的切身感
受出发，尽量让他们把每一个想法，每一次表达说清楚，说
透彻，如很多学生都提到“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看到一幅安宁、和平的画面，这些都是同学经
过想象得到的，如果不做细致品读，我们如何能想到呢？或
许这正是文言的魅力所在，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在教学中还
有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工作中还的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能
力。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即使是文言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
读起来依然不应该有多大困难，。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篇
文言文，文言文字解句意的工具性必须放在首位，怎样让学
生在感受文章语言美意境美的同时又能识记理解文章的字解
句意，我还是使用一贯用的方法：多读。

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常听说熟能生巧。文章读
熟了，好多意思自然而然就悟出来了，试想，一个同学文章
都读的不通顺，想让他理解是不大可能的。

于是我抓住早读课时间，让同学充分预习，反复的读，先把
课文读通顺，然后找到自己感觉优美的句子，再反复读，能
成诵最好。

在制作教学课件时，在疏通课文文意环节，没有采用串讲的
方式，因为我发现串讲的效果不大好，班级除了几个好学生



能认真听讲记笔记，其他的同学坚持不了几分钟，也不能完
全怪他们，因为串讲确实比较枯燥乏味，一节课讲下来，老
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听的昏昏欲睡，一节课基本就是填鸭
式，效果甚微。采取的办法就是一小节一小节疏通文意。先
把这一小节的重点字学生划出，因为理解文言句意时，关键
字词非常重要，关键字词解决了，这个句子的意思就差不多
了，然后我再让同学根据注释，同桌或前后桌分组讨论，实
在讨论不出来的字词先放那儿，然后提出来大家共同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的，老师再加以指导。这样，他们的积极性比
较高，而且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甚至是成绩很差的同学
都能回答对问题，因为好多词意注释上都有，只要他们“有
意注意”了，就能回答出来。即便是如此，我在讲到文句优
美的地方，还是放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反复
读，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当然在使用课件时，由于放的幻
灯片比较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组织归纳的热情。

第二课时，时间充足，课堂层次明晰，学生读的多，自己也
能展开多，因为很多文言字词，在已学过的多篇文言文中反
复出现过，帮助学生找规律，让他们学会“举一反三”非常
重要，这样可以增强他们阅读课外文言文的能力。在教学中
抓住这些有利条件进行教学，所以在分析文章思想时，学生
配合的比较好。文章的写作顺序，桃源的美景，桃源人的幸
福生活，桃源的神秘，桃源人对外界的戒备，及陶渊明写这
篇文章的目的，学生都找到关键句子理解回答，这点让我感
到比较欣慰。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要把课件的细节做好，在平时的教
学中，提高自己驾驭课堂的能力，也要锻炼自己的心里素质，
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增强自己的教学水平。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感觉很美，美得摇头晃脑，佩服的
五体投地；教《桃花源记》感到很爽，无论是通篇纵览还是



咬文嚼字，无处不感到其美美不胜收。

语言美

1、长短句相间。课文中长句、短句交替出现，错落有致，形
成一种节奏美。例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2、《桃花源记》读来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的律律美。

景色美

课文中的两处景物描写：“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
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画面由山水画渐渐变成了风俗画。

人文美

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充满了人文之美。在这个理想世界
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过着自由、快乐、祥和、安宁
的生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完全是一个中国的乌托邦。
这儿的人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桃花源人富有同情心，对
渔人所言世人之不幸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一一为具言所闻，
皆叹惋。”

结构美

2、结构自然，脉络清晰。按照渔人的发现桃花源——进入桃
花源——访问桃花源——离开桃花源——重访桃花源的行踪
为线索。

也只有像陶渊明这样厌恶官场生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志
趣高洁的隐士才能写出这么美的文章来，再学这篇文章时一
定要结合背景资料和陶的精神品质。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本次《桃花源记》的教学设计，我根据单元教学要求，教材
的特点和学生的学情制定了明确合理的教学目标。并精心设
计课堂的细节来突破重点难点。整个课堂设计有许多可取之
处：

1、积极将新课改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尊重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注
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体验
学习乐趣，提升语文素养。

2、运用名师的教学经验，优化课堂结构，丰富教学内容。我
将课堂流程设计为三大板块。辩读文字板块，析读文意板块
和品读文情板块，这种设计理念源自于我省xx名师余映潮。
在课堂实施的许多重要环节如话题的设计，活动的编排、导
语的铺垫、朗读的穿插等。有许多也是受余映潮老师的影响。
教师作为课堂的引领者，引导学生积极参入到语文实践中去。

3、课堂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点，文言文教学特点。组织多种
形式的朗读，逐层深入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中积累知识，体验
情感，发现问题，这样既活跃了课堂，也保证了学生的学习
时间，从长远看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能力。

但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有部分不如人意的地方。

1、虽然安排了不同层次的读数活动，但因课堂容量大，文言
文诵读积累本身比较枯燥，所以学生读书的激情不够，读得
比较被动。

2、学生对课堂上设计的辩论、访谈活动很感兴趣，积极参入，
但组织纪律性不够好。多体现在急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任意
打断别人的发言。



针对上述情况，我决心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在课堂
上引入竞争机制，组织多种朗读竞赛，调动大家读书的兴致，
让课堂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2、注重教学细节。教育学生学
会倾听，尊重别人的表述。又提高自己组织、管理课堂的能
力，使课堂充实活跃的同时井然有序。3、从长远看，我要继
续向名师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综合素质。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本次《桃花源记》的教学设计，我根据单元教学要求，教材
的特点和学生的 学情制定了明确合理的教学目标。并精心设
计课堂的细节来突破重点难点。整个课堂设计有许多可取之
处：

1、积极将新课改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尊重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相 信学生的学习能力，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注
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体验
学习乐趣，提升语文素养。

2、运用名师的教学经验，优化课堂结构，丰富教学内容。我
将课堂流程设计为三大板块。辩读文字板块，析读文意板块
和品读文情板块，这种设计理念源自于我省名师余映潮。在
课堂实施的许多重要环节如话题的设计，活动的编排、导语
的铺垫、朗读的穿插等。有许多也是受余映潮老师的影响。
教师作为课堂的 引领者，引导学生积极参入到语文实践中去。

3、课堂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点，文言文教学特点。组织多种
形式的朗读，逐层深入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中积累知识，体验
情感，发现问题，这样既活跃了课 堂，也保证了学生的学习
时间，从长远看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能力。

但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有部分不如人意的地方。

1、虽然安排了不同层次的读数活动，但因课堂容量大，文言



文诵读积累本 身比较枯燥，所以学生读书的激情不够，读得
比较被动。

2、学生对课堂上设计的辩论、访谈活动很感兴趣，积极参入，
但组织纪律 性不够好。多体现在急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任意
打断别人的发言。

针对上述情况，我决心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在课堂上引入竞争机制，组织多种朗读竞赛，调动大家读
书的兴致，让 课堂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

2、注重教学细节。教育学生学会倾听，尊重别人的表述。又
提高自己组织、 管理课堂的能力，使课堂充实活跃的同时井
然有序。

3、从长远看，我要继续向名师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