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池上教学反
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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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白居易的《池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描写儿童的小诗。整首
诗虽只有20个字，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童心的可爱、乡村生
活的情趣。

古诗意境很美，描绘小娃偷采白莲的情景，细腻传神，颇有
趣味。诗人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把小娃娃天真无邪
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理解诗句的意思，按照传统的方式，先理解字词意思，再理
解句子意思。如果学生理解上有问题，我会创设情境，引导
理解，比如：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小娃？从哪些地方看出？
再如：“偷”是偷东西吗？你是怎么认为的？说说理由。在
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说话训练，通过出示挂图激发灵
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于亲”，古诗教学必须具有鲜明
的形象，使学生可见可闻，产生真切感，才能入情入境。学
生表达的比较到位，基本没有偏离古诗的意思。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池上》是一首反映儿童生活，充满儿童情趣的小诗，读来
朗朗上口。课堂上老师通过这首小诗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
我想到了“童年”的话题。因为这是表现古代儿童生活的古
诗。现在的孩子正处于无忧无虑的儿童时期，更易激起孩子



情感的共鸣。

虽然这首古诗难度不大，学生初读便能理解大意，但对诗中
的意境及一些关键词的正确理解还是有难度的。如《池上》中
“偷”学生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将会影响对诗主旨的把握。
尤其是如何通过这首诗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一般方
法呢？于是，我把“诗中有画”的审美方法巧妙地融于整堂
课的教学之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轼对诗人王维
诗的评价，它代表着诗与画互相融合的完美境界。而这首小
诗就用浅显的诗句描绘了一幅幅优美生动的画面。《池上》
就好比一组镜头，摄下一个小孩儿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
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
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
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
生，跃然纸上了。教学《池上》时，我让学生先美美地欣赏
一组表现荷塘美景和小娃偷采白莲的画面，然后。学生很快
进入了诗歌描绘的意境之中，在想象中领悟了“偷”字的真
正含义，体会到了小儿天真无邪的特点和白居易对孩童的喜
爱之情。

课尾我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出示了一组描写儿童生活、反
映儿童情趣的古代诗歌，让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诵读，
想象诗的意境，然后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诗，用彩笔画出
诗句描绘的画面，然后给画面配上诗句，让诗画合一。想通
过孩子们创作的“诗画合一”，培养孩子们书写规范、端正，
同时增加趣味性。

课已完，但还有一些遗憾。古诗中生字的恰当处理，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让低年级学生进入古诗意境？这些问题都留给我
不断思索，促使我在教学中不断研究，不断思考，促使自己
进步。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池上》这首诗中，诗人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细腻
传神地刻画出一个天真可爱的“偷采白莲”的乡村小娃，小
娃天真无邪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栩栩如生。

在本课的教学中，体会诗人用词的精妙，体会诗歌描写的意
境，是教学难点。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我利用多媒体教学课
件，先出示前两行诗句，并且把“小娃撑小艇”的两
个“小”变为红色，引导学生重读，进而体会娃娃的弱小、
天真，然后再理解“偷”字，学生就自然明白不能理解
为“偷窃”，而应是偷偷地、瞒着大人去的。此时，引导学
生结合自己小时侯“偷偷”做的一些小恶作剧和顽皮之事，
和诗中的小娃产生共鸣，体会孩子的无邪、可爱、纯真与童
年的快乐、无忧、自由。然后，紧紧抓住“不解”、“藏踪
迹”等学生难以体会的.词句展开阅读活动，引导学生找出自
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反复朗读，悟出作者的情。通过小组合作，
讨论交流，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空间，促使学
生全面深入地感悟。

这首诗对学生来说，理解上没什么大的困难，所以我在引导
学生想象上花了功夫。如：想象荷花池的美景，联想到学过
的古诗，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等。

通过让学生想象，感受池塘的美，感受小娃的天真可爱。在
充分挖掘想像力的情况下，让学生根据简单而生动的画面，
配上音乐，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其对诗句的理解更透彻。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让孩子配乐读得更加充分一些，
达到情感的升华，体会出“小娃的天真、可爱、顽皮”。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在教学时，邓老师遵循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较好地体现
了“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求发展”的基本理念，学生
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学得轻松，学得有兴趣，教学设计可
圈点之处很多，撷取三点与各位老师共同学习。

一、以读为主线，参透学法指导

课上，印象是深的是邓老师的三次范读。第一次范读是引导
学生把握字音；第二次范读，引导学生画出节奏，并读出诗
的节奏；第三次范读，是在学生借助图意和课后注释理解诗
意后，老师配乐朗读，引导学生闭上眼睛想象画面。从学生
的汇报可以看出，他们能把这首诗的意思完整地汇报出来，
教师引导学生读中理解，读中想象，学习效果是非常好的，
学生能在理解的`基础上，非常流畅地背诵这首诗，教师的指
导简单有效，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二、随文识字，教师的指导有的放矢

教学时，邓老师整合了教学环节，在学生体会诗意的过程中
认识了“撑”“偷”两个字，会写“艇、浮、萍”三个字。
如：师要求学生看图，有一个小男孩划着一条小船，从而理解
“撑”，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识记字形，教师还说了一句
顺口溜：小娃用手掌握竹竿。学生能很准确地掌握“撑”字。
指导写这三个字的时候，邓老师也不是平均用力的。她重点
指导写“艇”字，讲清各笔画所占虚宫格的位置。学生练写
后，投影一名学生写的字，进行讲评。教师的指导是很充分
的。我想补充的是，我认为教师在指导写这个字时，最好强
调一下“横折折撇”这一笔画应该写在竖中线上，“捺”画
从交叉处起笔，但要托起上面的部分，所以这一笔画要写得
有力。邓老师在指导写“浮萍”两个字的时候，先让学生观
察两个字的结构，比较“三点水”的不同，再让学生独立练
写。学生写得很认真，姿势也很端正。



三、注重积累，关注细节

学生在课前背诵古诗，课上吟唱古诗。邓老师还巧妙地设计
了引导学生积累“描写儿童”的诗句，如“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等。

总之，听了邓老师的课，使我明白了古诗教学在学词学句、
理解诗意的过程中要巧妙地整合环节。

池上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池上》这首诗中，诗人用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细腻
传神地刻画出一个天真可爱的“偷采白莲”的乡村小娃，小
娃天真无邪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栩栩如生。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主要引导学生自主阅读，通过小组合作，
讨论交流，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空间，促使学
生全面深入地感悟。这首诗对学生来说，理解上没什么大的
困难，所以我在引导学生想象上花了功夫。如：想象荷花池
的美景、小娃采莲的原因、采莲的过程等，通过让学生想象，
感受池塘的美和小娃的天真可爱。

在谈对“偷”的理解时教室象开了锅的沸水，孩子象小麻雀
一样争论不休。学生在课堂上尽情地发言，抒发对问题的感
悟与质辩：小娃去采白莲到底是天真还是“偷”？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以看出学生是思考了，是探
究了，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对教材的不同体
验和感受。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如果小娃真的有心想“偷”，
那都不会留下那么明显的踪迹了，所以这个“偷”字更能体
现出小娃的天真可爱。

课程标准强调：在小学各学段要重视学生的朗读，加强对阅
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读书,正所谓“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读书要有重点，同时，在充分挖掘想像力的情况



下，让学生根据简单而生动的画面，配上音乐，多种形式的
朗读，使其对诗句的理解更透彻。在教学中紧紧抓住“偷
采”、“不解”、“藏踪迹”等学生难以体会的词句展开阅
读活动，引导学生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反复朗读，悟出
作者的情。在评价中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进行自
我评价、互相评价、教师评价，使朗读层层深入，体会情感，
升华情感。在想象中朗读，让学生运用形象思维，品味语言
文字，启发想象，在学生想象出现困难时，借助图片资源，
让学生在心中产生内心视像，感悟课文情感，达到情感的升
华，体会出“小娃的天真、可爱、顽皮”。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让孩子分角色演一演，这项工
作可以以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对这首诗有更真切
的体悟。

[《池上》教学反思(西师版二年级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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