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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五下古诗词三首的教学反思篇一

《古诗词三首》中其中有两首《独坐敬亭山》和《忆江南》
已经在平时的古诗词积累中学过，如何把学过的诗上出点新
意来，备课前我深入的思考了一下，本着以诵读为主，以调
动学生经验背景、引进学习资源为辅，在感悟语言情感、体
会诗词意境中，把握诗文的审美韵味与。同时，在积累语言
与情感的基础上，注重对生命的感悟，展示学生自己对古诗
的个性解读，培养初步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丰富学生的精
神世界。

课上下来，感受颇深：

一、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五下古诗词三首的教学反思篇二

在学生已深刻感悟诗人思乡、恋乡的基础上，抛出问题“诗
人的家乡这么美，他又如此的热爱自己的家乡，那他为什么
还要离开呢?”出示诗人的相关资料(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
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
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但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导
致失败，因此，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辞去相职。
第二年，又被神宗皇帝拜为相职。这首诗正是作于诗人第二
次赴任的路上。)旨在引导学生明白诗人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
这首诗，对学生更深层次的感悟古诗、升华古诗情感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

五下古诗词三首的教学反思篇三

游人：孤影作舟伴游人，涟漪舟下泛碧波。碧水似玉仿明镜，
岸春柳绿梦相思。

秋知：瑟瑟秋意泛影黄，岸江昔昔映谁心。遥遥千里会意境，
谁知明月懂我心。

残夏：残阳西夏映溪桥，潺潺溪水相相连。潇潇笛声遥千里，
花断人心君已醉。

福和中学初二：塔蒂拉斐迩

五下古诗词三首的教学反思篇四

设想中的课时安排应该是第一首25分钟，第二首15分钟。然
而在实际的课堂操作中，前面花的时间却过多，直接影响了
第二首诗的教学，学生的自学时间得不到保证，自然教学效
果就要打折扣。

针对上述不足，我又进行了第三次的研磨，在过程中，对自
己的语言进行了加工润色，也就重点展开教学，使每个教学
环节更加紧凑;精心的每一个提问环节，打磨自己的语言，利
用幻灯和图片等多种辅助工具。带着充分的准备，最后一轮
的磨课。最后呈现出来的课堂果然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学
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非常的高，真正进入了课堂，积极的参
与讨论。这时，我才充分认识到，只有经过充分的课堂打磨，
才能找出自己课堂上的不足，进而改进不足，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

通过这一系列的课堂打磨和听课评课，既提高了我的自我反
思和教材解读能力，又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从而在以后



的课堂教学中，不断提高自己。

五下古诗词三首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过渡语精妙，为诗韵课堂的成功创设起到了一个穿针
引线的作用。如开课伊始，我在播放了《故乡的云》一曲后，
这样过渡：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一首《故乡的云》
将我们的心带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家乡。家乡，对游子而
言，更是最温馨、最不能割舍、最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从
今天起，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组课文，一起去感受那浓浓
的乡情吧。

在学生自读了单元导读之后，这段话又从我口中蹦出：思乡，
是一种平凡而伟大的情感，它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中，由古至今，从未间断。今天我们再读三首思乡的诗
词——《古诗词三首》。

学完了第一首古诗，第二首《秋思》该如何导入呢?稍加思索，
我使用了这样的过渡语使两首古诗的教学珠联璧合：咳，和
煦的春风勾起了北宋诗人王安石浓浓的乡愁，那又是什么勾
起了唐朝诗人张继切切的乡情呢?请大家自由朗读——《秋
思》。

在总结全课时，为了回应开头，同时加深学生对乡愁乡情的
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