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桃花源记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篇一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是之前我在教到这一篇经典的文言
文的时候，自己对这篇文章的一个体会，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下。

《桃花源记》是文言文教学中的名篇。识传授的倾向，同时，
又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使本来意蕴丰厚的古代作
品只剩下了字、词、句，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其结果
必然是肢解了作品，只见其“言”而不见其“文”。我用充
满诗意的导语自然地把学生引入课文优美的意境，简明地作
了一句文学常识介绍后便进入了课文的学习。

首先，我让学生结合书下注释，自行朗读课文。在读准字音
的基础上，由老师带感情朗读，配合优美的乐曲，一下子便
把学生带到课文的意境中，然后再由学生仿读，边读边体会，
读中导，读中悟，在两遍三遍的朗读中，学生大多对文章有
了较深的印象，至少大多数同学都能流畅自如并富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了。反复诵读，才是学好一篇文章的方法，特别是如
《桃花源记》般美若仙境的文章。

二、教学过程应给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文言文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承载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但又绝
不是惟一的任务，更不是根本任务。记得在第一次给学生上
文言文课时，我就让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学习文言文，我理解



其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接受古代文化的熏陶渐染，提高人文素
养。

这样面对一篇文章，如果肢解开来读，必然失去其原有的韵
味，所以在教学中，我力求让学生在整体中去解读语言，真
正实现学生与古人的对话，学到活的知识而不是孤立的字词。
于是第二个环节就是弄懂文意。依据新的课程标准，文言文
阅读可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我大胆地删节了过去串讲这一环
节，完全让学生借助注释来读课文，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再拿到课堂上大家共同讨论解决。实践证明，有了前面品读
的基础，学生是完全可以自行解决文意串讲这个问题的。

三、教学过程品味佳句。

如果说前面的读是在为品做准备，那么真正的品就在学生对
文章优美佳句的欣赏上，要求学生仔细品味自认为文中写得
好的语句。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行找出自己喜爱的地方，
然后说明喜爱的原因。这既是一种对课文的理解，又是一种
知识的迁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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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深深体会
到了那种简洁、典雅的古代散文魅力所在。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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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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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它美在何处呢?
我反复品味，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语言美 ，如歌

1、叙事简约，给读者留下更多回味的余地。例如：渔人进入
桃花源后，桃花源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渔人



要回答的内容本来应该有很多，可是作者只用了一句话三个字
“具答之。”作为回答，简约至极。类似的有：“此人一一
为具言所闻”，“诣太守，说如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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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桃花源记》读来琅琅上口，富有音律美。

二、景色美，如画

在作者笔下，由于诗人的奇特的想象，桃花源的景色美丽如
画，试看课文中的两次景物描写：“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
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潺潺的小溪流水，
如画美景。若是一对浪漫的情侣漫步其中将是何等的惬意?再
看问、文中的另一幅画面，不，我们不妨把他们看着一副徐
徐展开的山水画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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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意境美，如诗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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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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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众“美”之外，如果我们用心去仔细分析品味肯定
将会有更多的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花源记》完全
可以看做一篇唯美主义的力作。

范例八具体的教学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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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篇三

《桃花源记》一文已教了n次了,每次教时,都有不同的感受.
这次重新再教，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新有感悟：

是啊，我恍然大悟，弯曲的小河才更有说服力。

2、结合语境理解翻译。文本第四段中的“乃不知有汉，无论
魏晋”翻译。“他们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
了”。对于这句话，很多学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朝代更替
的顺序，先有汉朝，才有魏晋，桃花源的人不知道有汉朝和
魏晋，很正常，但他们之间构不成递进关系啊！课堂一度停
留。这句翻译是不是错了啊！



其实，学生的这个发现，作为老师，如果没有认真思考，也
会走入这样的死胡同的。我让学生思考之后，让学生把自己
当作桃花源的人，来想这个问题，这不会错了！学生三五个
讨论起来，才理解到：按我们现在的角度，是错的。但是按
桃花源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知道汉朝，不知道魏晋。这当
中汉朝离他们近，魏晋离他们远。而我们学生，我们的理解
刚好相反。魏晋离我们近，而汉朝离我们远。理解了这一点，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旁边的刘钊同学站起来说：“时间顺序”!“理由呢”我顺势
追问，刘钊同学理由充分：

本文是按“发现桃花林”（第1段）--“进入桃花林”（第2
段）“做客桃花源”（第3段）“离开桃花源”（第4段）），
“再寻桃花林”（5段）的顺序来写，所以是时间顺序。

那什么样的写法顺序才是空间顺序呢?空间顺序一般有这些特
征:从远到近,从小到大,由物及人等较为明显的空间概念. 完
全正确，我心里只有折服。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的教学我的设想是以学生朗读与自学为主，教师点拔为
辅，“学、问、讲、练、创”为教学理论支撑。在教学中我
先带着学生疏通文中的字词句，再借助幻灯片把桃花源记的
美景与文字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探讨本文的思想内容和主
旨。这节课上有大多数学生能积极投入到教学中，对本文比
较感兴趣。只有一些后进生还不能进入状态。还有给学生朗
读的时间不够充裕。

如果学生能主动就课文思想内容作更进一步地探讨，结合现
实社会进行反思，那就锦上添花了。

范例十二《桃花源记》一文已教了n次了,每次教时,都有不同



的感受.这次重新再教，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新有感悟：

当包含我在内的所有人沉浸在这幅图画的构思中时，超劲同
学代表另一部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小河不应是平行的整
齐划一的，而应是曲线的，由小到大，弯曲而来，从美术的
角度讲，更富有直观感，更富有曲线美！

是啊，我恍然大悟，弯曲的小河才更有说服力。

2、结合语境理解翻译。文本第四段中的“乃不知有汉，无论
魏晋”翻译。“他们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
了”。对于这句话，很多学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朝代更替
的顺序，先有汉朝，才有魏晋，桃花源的人不知道有汉朝和
魏晋，很正常，但他们之间构不成递进关系啊！课堂一度停
留。这句翻译是不是错了啊！

其实，学生的这个发现，作为老师，如果没有认真思考，也
会走入这样的死胡同的。我让学生思考之后，让学生把自己
当作桃花源的人，来想这个问题，这不会错了！学生三五个
讨论起来，才理解到：按我们现在的角度，是错的。但是按
桃花源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知道汉朝，不知道魏晋。这当
中汉朝离他们近，魏晋离他们远。而我们学生，我们的理解
刚好相反。魏晋离我们近，而汉朝离我们远。理解了这一点，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旁边的灿培同学站起来说：“时间顺序”!“理由呢”我顺势
追问，灿培同学理由充分：本文是按“发现桃花林”（第1段）
--“进入桃花林”（第2段）“做客桃花源”（第3段）“离
开桃花源”（第4段）），“再寻桃花林”（5段）的顺序来
写，所以是时间顺序。

那什么样的写法顺序才是空间顺序呢?空间顺序一般有这些特
征:从远到近,从小到大,由物及人等较为明显的空间概念.



完全正确，我心里只有折服。

桃花源记教学反思篇五

记》是文言文教学中的名篇。文言文教学有着过分重视文言
知识传授的倾向，同时，又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使本来意蕴丰厚的古代作品只剩下了字、词、句，这显然是
急功近利的做法，其结果必然是肢解了作品，只见其“言”
而不见其“文”。我用充满诗意的导语自然地把学生引入课
文优美的意境，简明地作了一句文学常识介绍后便进入了课
文的学习。

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由老师带感情朗读，配合优美的乐曲，
一下子便把学生带到课文的意境中，然后再由学生仿读，边
读边体会，读中导，读中悟，在两遍三遍的朗读中，学生大
多对文章有了较深的印象，至少大多数同学都能流畅自如并
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反复诵读，才是学好一篇文章的方
法，特别是如《桃花源记》般美若仙境的文章。

文言文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承载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但又绝
不是惟一的任务，更不是根本任务。记得在第一次给学生上
文言文课时，我就让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学习文言文，我理解
其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接受古代文化的熏陶渐染，提高人文素
养。这样面对一篇文章，如果肢解开来读，必然失去其原有
的韵味，所以在教学中，我力求让学生在整体中去解读语言，
真正实现学生与古人的对话，学到活的知识而不是孤立的字
词。于是第二个环节就是弄懂文意。依据新的课程标准，文
言文阅读可借助注释和工具书，我大胆地删节了过去串讲这
一环节，完全让学生借助注释来读课文，若有不能解决的问
题，再拿到课堂上大家共同讨论解决。实践证明，有了前面
品读的基础，学生是完全可以自行解决文意串讲这个问题的。

如果说前面的读是在为品做准备，那么真正的品就在学生对
文章优美佳句的欣赏上，要求学生仔细品味自认为文中写得



好的语句。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行找出自己喜爱的地方，
然后说明喜爱的原因。这既是一种对课文的理解，又是一种
知识的迁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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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深深体会
到了那种简洁、典雅的古代散文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