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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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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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篇一

杜甫是诗坛之圣，杜诗亦有诗史之说。《茅》诗是传世之作。
《茅》诗所反映的是安史之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抒发的
是忧国忧民、推己及人的高尚思想情操。古诗词的教学，在
于在理解诗句大意的基础上学会诵读；把握作者的情感；能
对诗歌进行简单的赏析。

为此，首先要了解作者和写作的时代背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的学习群体是一群14岁左右的少
男少女，他们成长在丰衣足食的年代，受经历与知识积累水
平所限，对这首感慨个人经历，抒发社稷理想的古代诗歌要
达到深层理解必然有一定难度。鉴于此，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我通过介绍背景拉近和学生的时代距离，并串缀起同一时期、
反映同一主题的其它诗作，使学生联想显现当时动荡不宁的
社会面貌；使学生体味连年穷兵黩武给社稷百姓带来的深重
灾难；使学生受到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激发起强烈的爱国
爱民、恤老怜弱的思想感情。像“三吏”、“三别”、《春
望》等诗句所描写的内容，很容易激起同学们的感情共鸣。

课堂上，学生回忆了过去学过的杜诗，使之对杜甫的认识更
深刻更全面，对杜诗意蕴的体会更形象更丰满。既温故而知
新，又以新而带旧，使学生的感知向深层发展。



其次，要理解诗句大意。

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的记者它。虽然本诗语言通俗易懂，但
毕竟是文言文，一些文言词汇与现代汉语有很大不同，很有
解释的必要。至于诗句大意，学生能意译即可。

再次，在诵读中品味意境，体会情感。

诗歌的情感，最终是靠反复的诵读得以实现的。尽管对学生
的朗读指导给予了具体的点拨，但由于学生的阅读水平整体
较低（普通话也很不规范），本诗情感的把握还是通过诗句
意思的翻译，以及老师的解读来实现的。

对于诗歌的鉴赏，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因为缺少方法，很
多学生无从下手，鉴赏的角度不能向中心思想倾斜。虽然点
到了典型的动词，却又不能明白诗歌中叙事写景是为抒情服
务的，思路很偏颇。

另外，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很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尽
管课件做得很朴素，还是由很多学生只顾看画面，而忘记了
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丰富了课堂教学，
却忽悠了学生思维，实在得不偿失。

教学过程中，以诵读鉴赏为主，又穿插杜甫的一些其他诗作，
使整节课书声朗朗，以诗教诗，以诗学诗，师生沉浸在诗的
氛围中。学生在学诗中提高了认识，愉悦了身心，得到美的
享受。

总之，学习本课从背景入手，解释为辅，诵读为主，鉴赏为
最终目的，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美中不足的是，学生的积
极性还没能充分调动起来，小组合作学习运用得不是很好，
诵读水平有待提高；课堂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还不够合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篇二

今年我有幸参加了汉滨区教研室张老师的《初中古诗词教学
策略研究》市级小课题研究组。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我不断探
索新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特别是在古诗词教学方面更
加深入的探究实施有效教学的途径。

在教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时主要设计两方面重点：
情境导入和有效朗读。

新课改倡导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诗
圣”杜甫的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的是一群14岁左
右的少男少女，他们成长在丰衣足食的年代，受经历与知识
积累水平的限制，对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改变黑暗
现实愿望的古代诗歌要达到深层理解必然有一定难度。如何
为学生营造一种浓浓的学习诗歌的感情氛围，从而实现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感情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备课组活动中，我听取了同行的意见后，这样导入新课：
在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学史中，唐诗是一串璀璨夺目的明珠。
在这串明珠中，杜甫的诗作以其强烈的时代感，深沉的人民
性而独占鳌头，被誉为“诗圣”。 那他怎么会沦落到身居简
陋草堂的地步？在这个条件恶劣的地方，大诗人又会有怎样
的遭遇和感慨呢？这节课我们就来跟随这首《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去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简要的介绍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写于 唐肃
宗上元二年（744年）秋天，安史之乱还未平定，关中地区闹
饥荒，民不聊生。这年秋天，杜甫弃官到秦州，又辗转经同
谷到了四川，在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
建起了一座草堂，过上了暂时安定的生活，他感到快乐和自
足，于是歌唱春雨，寻花漫步，遣兴江边，以诗酒自娱。但
是，这种表面上的安逸，掩饰不住他的贫穷，更不能冲淡他
那一贯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元二年秋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



他的茅屋，再一次把他从浪漫的隐居生活中敲醒，让他面对
现实，让他忧思??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定会受到感染。精
心设计的导语营造出了浓浓的学习诗歌的氛围，把学生带进
特定的情境中，为下面我引导学生体会诗人的济世情感做了
很好的铺垫。

在有效诵读方面的设计原因和对策：

在感悟中读。无论是为深入体味本诗，还是对学生进行美育
熏陶，都要求教师不能忽视对学生进行诗歌朗读的指导。新
课程标准中也要求诵读古典诗歌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
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诗歌教学的 “朗读训练”都是重点，
我设计这样的思路完成有效朗读，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熏陶
感染目的。

总体来说这堂课的教学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但在课堂中也
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诗歌教学该不该深究字词赏析，还有
如何让学生真正体会诗歌的意境等。最后，借用屈原的一句
话来表达自己未来的教育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篇三

诗歌的教学，注重的是在诵读中品味理解，因而备课中设计
了多种形式的读，以及相应的`指导与训练。而如何使学生由
课内走课外，使一节课不仅仅只是“一节课”而已，既是素
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当今考试形势的要求。

以上是我在执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所做的几点尝试，
谈不上创新。通过进一步学习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我认识
到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而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
则是教学，所以教学改革就成了课程改革的重头戏了。学生
的学习主要是课堂学习。课堂学习是学生学习活动中最普遍、
内容最广泛的学习。作为教师，应紧紧围绕创新学习，充分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努力探索减负、优质、高效的教改之
路，培养学生具有适应未来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并把它
落实到每一节课中，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教师的任务。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篇四

杜甫是诗坛之圣，杜诗亦有诗史之说。《茅》诗是传世之作。
《茅》诗所反映的是安史之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抒发的
是忧国忧民、推己及人的高尚思想情操。古诗词的教学，在
于在理解诗句大意的基础上学会诵读；把握作者的情感；能
对诗歌进行简单的赏析。

为此，首先要了解作者和写作的时代背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的学习群体是一群14岁左右的少
男少女，他们成长在丰衣足食的年代，受经历与知识积累水
平所限，对这首感慨个人经历，抒发社稷理想的古代诗歌要
达到深层理解必然有一定难度。鉴于此，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我通过介绍背景拉近和学生的时代距离，并串缀起同一时期、
反映同一主题的其它诗作，使学生联想显现当时动荡不宁的
社会面貌；使学生体味连年穷兵黩武给社稷百姓带来的深重
灾难；使学生受到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激发起强烈的爱国
爱民、恤老怜弱的思想感情。像“三吏”、“三别”、《春
望》等诗句所描写的内容，很容易激起同学们的感情共鸣。

课堂上，学生回忆了过去学过的杜诗，使之对杜甫的认识更
深刻更全面，对杜诗意蕴的体会更形象更丰满。既温故而知
新，又以新而带旧，使学生的感知向深层发展。

其次，要理解诗句大意。

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的记者它。虽然本诗语言通俗易懂，但
毕竟是文言文，一些文言词汇与现代汉语有很大不同，很有



解释的必要。至于诗句大意，学生能意译即可。

再次，在诵读中品味意境，体会情感。

诗歌的情感，最终是靠反复的诵读得以实现的。尽管对学生
的朗读指导给予了具体的点拨，但由于学生的阅读水平整体
较低（普通话也很不规范），本诗情感的把握还是通过诗句
意思的翻译，以及老师的解读来实现的。

对于诗歌的鉴赏，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因为缺少方法，很
多学生无从下手，鉴赏的角度不能向中心思想倾斜。虽然点
到了典型的动词，却又不能明白诗歌中叙事写景是为抒情服
务的，思路很偏颇。

另外，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很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尽
管课件做得很朴素，还是由很多学生只顾看画面，而忘记了
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丰富了课堂教学，
却忽悠了学生思维，实在得不偿失。

教学过程中，以诵读鉴赏为主，又穿插杜甫的一些其他诗作，
使整节课书声朗朗，以诗教诗，以诗学诗，师生沉浸在诗的
氛围中。学生在学诗中提高了认识，愉悦了身心，得到美的
享受。

总之，学习本课从背景入手，解释为辅，诵读为主，鉴赏为
最终目的，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美中不足的是，学生的积
极性还没能充分调动起来，小组合作学习运用得不是很好，
诵读水平有待提高；课堂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还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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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篇五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反思在教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首诗时我的主要设计有两个方面的亮点：有效导入和有效
朗读。

1、有效导入的设计原因及对策：

新课改提倡以学生为学的主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面对
的学习群体是一群14岁左右的少男少女，他们成长在丰衣足
食的20世纪九十年代，受经历与知识积累水平所限，对这首
感慨个人经历，抒发社稷理想的古代诗歌要达到深层理解必
然有一定难度。如何营造出一种浓浓的学习诗歌的感情氛围，
从而实现熏陶感染情感教育的目的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参考很多前辈和同行的意见后，我这样设计导入：同学们，
咱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每个朝代都有各自兴盛的
文化，唐朝盛行什么？（诗歌，顺带明确一下文化史：唐诗、
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小，唐诗就伴随我们成长，唐代
最有名气的两位诗人是谁呢？（李白、杜甫、李白，号“诗
仙”；杜甫号“诗圣”又号“诗史”）杜甫已经是我们的老
朋友了，哪位同学跟他很熟悉的请起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老朋友吧。（学生介绍）杜甫35岁前曾经游历各地，过
着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从他的《望岳》一诗中就
可以窥见青年的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35岁后寄居长安
十年，那时候唐朝爆发了一场动乱，什么动乱呢？（安史之
乱）杜甫在逃难中被俘，并被叛军压回长安，看到眼前田园
荒芜、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景，他写下了
《春望》。（指导大家回忆杜甫诗歌并背诵出来）在此期间，
他还写了许多浸透血泪的伟大诗篇因为这些诗篇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人们称他为“诗史”用诗歌抒写历
史。后来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他弃官带着一家老小辗转到了
成都，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找了一块荒地，盖了一所茅屋，
总算暂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于是



就有了至今闻名于世的杜甫草堂。那时候正好是春天，战乱
平定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诗人写下了《绝句》
（学生背诵）茅屋虽简陋，但是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诗
人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到江边散步，看到草长莺飞，春花粉
蝶，于是又写下了《江畔独步寻花》（学生背诵）一场绵绵
春雨又让他喜不自禁的写下了诗篇《春夜喜雨》（学生背
诵）。要是永远是春天那该多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春去秋
来，秋风秋雨也来了，一场大风把茅草给卷走了。杜甫一家
只好在风雨淋漓中度过了一个难堪的不眠之夜。此情此景，
杜甫感慨万端，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不朽的诗
篇。下面咱们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那个深秋的不眠之夜。

这个导入时间比较长，目的是对过去所学的杜甫的诗歌进行
梳理，毕竟面对的是九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
对旧知识的复习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又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
良好的诗歌学习的氛围，还明确了本诗的写作背景。可谓一
举三得。

这种情况下学生必会受到感染。精心设计的导语营造出了浓
浓的学习诗歌的氛围，把学生带进特定的情境中，为下面我
引导学生体会诗人济世情感做了很好的铺垫。

2、有效诵读设计原因及对策：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
也会吟。无论是为深入理解体味本诗，还是对学生进行美育
熏陶，都要求教师不能忽视对学生进行诗歌朗读的指导训练。
教学大纲中也要求诵读古典诗歌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
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诗歌教学的“朗读训练”都是重点，
我设计这样的思路完成有效朗读：

本课教学按照学习的渐进性原则安排了四个层次的诵读，初
读感知，扫除阅读障碍；再读诗歌，疏通大意；三读感悟，
体会感情；四读品析，揣摩语言。采用师范读，学生赛读，



互读互评，小组展示读等不同方式朗读品味。在课堂上有一
组同学设计了这样的朗读方式（一生先读）“安得广厦千万
间”（其余生重复“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其余生重复“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其余重复
“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
冻死亦足！”（共同重复末句）这样的朗读让课堂进入一个
小高潮。诵读又带动对课文内容和感情四个层次的理解，层
层深入，学生在诵读中感悟，在感悟中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