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 登鹳
雀楼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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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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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篇一

古诗《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诗人通过描
写登鹳雀楼观看太阳西沉、大河归海的景色，告诉人们要看
得远，就应站得高的道理，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积极向上的进
取精神。在上课前就发现有很多学生已经能读、能背了。但
发现学生所谓的能背，仅仅是一种机械记忆，而且，有的连
字音也读不准，字形也不清楚，更不明白诗意及蕴含的道理。

对学生的情况充分了解后，我在教学时，让他们先自由读课
文后面的生字，再自由读课文，然后同桌互读互查，让会读
的学生帮一帮暂时不会读的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从
而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在学习中互相合作的精神。
另外，我面向全体。在检查自读情况时，我先检查生字，再
由生字连词。对于学生容易读错的字词，我进行重点指导、
纠正，如：“登”、“层”是后鼻音，“鹳”是三拼
音，“楼”的发音要到位等等，真正把字词教学落在实处。
而且，我充分调动学生利用多种感官，动手、动口、动脑去
学习生字。教学“入”字时，与“人”比较。这是个形近字，
先让学生讨论交流，一起说说“入”和“人”的不同之处，
再以顺口溜的形式帮助学生强化记忆；在教学“欲”字时，
通过动画演示，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观察、
学习去解决问题，使学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教学中，我还充分利用课文插图、媒体演示、反复朗读体



会等方法，引导学生进入角色、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帮助
学生明像入境，让文字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图像，在学生脑
海里明晰出现，让学生真切感知那种美好的情境，感悟出古
诗所蕴含的“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知道了要想取得更
大的进步，还要不断努力。

教学后，我作了认真地反思，觉得这节课除了具有上述优点
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在评价学
生时，原先设计好的恰当的评价语言被一些苍白无力的评价
语言所替代，使学生未能真正体验到那份成功感和愉悦感。
今后，我会不断地努力，不断地钻研，不断地改进，把发现
的不足作为自己对教学探索的动力。

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篇二

我在教学时，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让他们运用已有的读新
课文的方法来初读古诗，即先自由读课文后面的生字，再自
由读课文，然后同桌互读互查，让会读的学生帮一帮暂时不
会读的学生，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从而进一步培养了学生
的自学能力和在学习中互相合作的精神。而且，我充分调动
学生利用多种感官，动手、动口、动脑去学习生字。让学生
自己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学习去解决问题，使
学生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教学中，我还充分利用课文插图，媒体演示、反复朗读体
会等方法，引导学生进入角色、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帮助
学生明像入境，更好的自主学习。让学生真切感知那种美好
的情境，感悟出古诗所蕴含的“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
知道了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还要不断努力。

教学后，我作了认真地反思，觉得这节课能够充分的体现学
生的自主学习，问题由他们提出一些，并解决，体现了学生
主体，教师主导的作用。当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今后，
我会不断地努力，不断地钻研，不断地改进，把发现的不足



作为自己对教学探索的动力。

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篇三

小学语文版语文教材根据母语的习得规律，体现学习语言是
主体能动把语言内化为自己语言的过程。针对语文课的语言
学习，应是教师指导学生通过读书，当然是用“心”读书而
不是用“嘴”读，然后把语言加以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同时
接受课文的思想感情和文化熏陶的过程，根据新课标的要求，
语文教学要强调主体因素，重视整合效应，明确提出以培养
语感为核心，以指导读书活动为“经”，以字词的训练
为“纬”来构建语文教学的整体框架，坚持三重“重感悟、
重积累、重迁移”的基本教学策略。教完古诗《登鹳雀楼》
后，对此我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学情调查，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现代教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教学不
但要掌握全体学生发展的趋势，而且要了解并熟悉学生发展
中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
体学生的发展，拓宽发展的格局。因此教学是沟通师生之间
的教和学的双向活动，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学生，对学生的学
情要有充分地了解，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了解学生知识背景

通过一学期学习，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积累，他们对于
古诗，《登鹳雀楼》已很熟悉，有部分学生在课前已经能读、
能背了。但“古诗”这种语言是一种智慧的结晶体，蕴藏着
很深的哲理。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孩子们所谓的能背，仅仅
是一种简单地、机械记忆，有些学生连诗中的一些生字都不
认识，字音都还读不准，字形搞不清楚，对于诗意及其蕴含
的道理根本就弄不明白。所以，在教学中我根据学生这方面
的学情，结合低年级语文大纲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本节课



的教学目标，即在理解字意和诗句的基础上，读通、读顺、
读好、能背好这首诗，体会古诗所蕴含的道理。

2、了解学生能力

一年学生通过自己以往的学习，已经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学习
方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我充
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运用已有的学习方法来初读古
诗，即先自由读课文后面的生字，再自由读课文，然后同桌
互读互查，让会读的小朋友帮一帮暂时不会读的小朋友，读
准字音，读通句子。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在学
习中互相合作的精神。另外，教学要面向全体。在检查自读
情况时，先检查生字，再由生字连词，对于学生易读错的字
词我进行重点指导、如:老师范读，小老师领读。纠正，
如:“登”“层”是后鼻音，“鹳”是三拼音，“楼”的发音
要到位等等，真正把字词教学落在实处。

3、了解学生的需求

低年级学生年龄小，好动、爱玩，他们能说的喜欢自己说。
根据他们的心理特征，我在教学中是这样设计的。首先，在
课前的学情调查时，设问:“谁愿意勇敢地站起来为大家背一
背这首诗?”就有学生主动站起来背古诗了。其次，在写字这
个板块中，我利用游戏形式即“给他们找朋友看谁找的对”
来指导学生写字，寓教于乐，充分调动学生利用多种感官，
动手动口动脑去学习生字。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让学生自
己去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学习去解决问题，学生
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二、寻文明像，入境悟情，积累迁移

“明像”才能“入境”;“入境”便可“悟情”。我国著名思
维科学家张光鉴教授说:“要想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情境，必须
紧密地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的已有的



经验和头脑中贮存的相关信息模块，作为感悟课文内容的前
提准备和敲击妙悟的”打火石“低年级学生形象思维占主导
地位，如何才能使抽象概括的文字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图像
在学生脑海中留下明晰的印象呢?在教学中，我通过以下几点
来落实。

1、充分利用媒体来活用课文插图，入境悟情

课文插图能够帮助学生明像入境，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多媒
体创设情境，让动态的图与静态的文结合起来，让学生身临
其境，真切感知那种美好的情境。如学习”白日依山尽“时，
我通过媒体直接演示，让学生形象感知到傍晚夕阳慢慢落山
的美丽景色。使图、文、声立体同时输出，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通过反复朗读体会，使文字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图像，
在学生脑海里越来越明晰，从而真切感受到黄河水流进大海
的那种磅礴气势，这样去感悟古诗，使书本上的知识得到内
化，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便水到渠成了。

2、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积累运用

语文教学注重语言的积累，更要注重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
在本节课中，我也注意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和运用。根据教
学内容教给学生一个词”登高望远“，并结合学生悟出的道
理，来指导学生运用诗中的句子来鼓励别人取得更大的进步。

3、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体其情、悟其道

体会古诗所蕴含的道理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在教学中我先
指导学生观察插图，引导学生进入角色、换位思考，设身处
地。接着，按学生的意愿演示”诗人登楼图“，形象感知诗
人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然后让学生畅谈自己站在高处能看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经历。学生积极性颇高，从而感悟出古
诗所蕴含的”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知道了要想取得更大
的进步，还要不断努力。这样，通过学生自身的探索、体验，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已突破了这个难点。

不过，不管是得还是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通过讨论、
试教，我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说明凡事都
在发展，我也会不断鼓励自己，用取得的收获增强自己的信
心，用发现的不足作为自己对教学探索的动力。我要将它作
为一个新的起点，不断钻研，不断改进，更上一层楼。

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篇四

古诗《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诗人通过描
写登鹳雀楼观看太阳西沉、大河归海的景色，告诉人们要看
得远，就应站得高的道理，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积极向上的进
取精神。为了让学生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
课文，真正理解字义和诗句内容，深刻感知诗的意境及蕴含
的道理，我在教学前对学生进行了学习情况调查。通过调查，
我了解到学生对古诗《登鹳雀楼》比较熟悉，有部分学生已
经能读、能背了，但发现学生不明白诗意及蕴含的道理。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了第一学段对古诗的教学要求：？展
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在教学中，
我充分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让动态的图与静态的文结合起
来，让学生身临其境，真切感知那种美好的情境。如学习？
白日依山尽？时，我通过媒体直接演示及教师声情并茂的语
言描述，让学生形象感知到傍晚夕阳慢慢落山的美丽景色；
学习？黄河入海流？时，利用媒体向学生展示生活中较难观
察到的黄河奔腾入海的壮观景象。

比赛得了第二名，老师鼓励我要不断努力，争取更优秀，她
就用诗句

鼓励别人取得更大的进步，帮助学生进一步懂得？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就要不断努
力的道理。这样，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已突破了这个难点，同



时还丰富了学生语言的积累和运用。

登鹳雀楼教学反思优点缺点篇五

《登鹳雀楼》是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古诗二
首》中的第一首诗。

虽然低年级的教材，单元的特点不太明显，但是一读就能发
现，这个单元是描写祖国的山水之美的。

本单元有《黄山奇石》《日月潭》《葡萄沟》三篇课文，还
有另外一首古诗《望庐山瀑布》。整体浏览单元，人文的主
题相当明显，编者一定希望小朋友们能够通过这个单元的学
习爱上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一首诗写的是登楼。“楼”是这一课的生字，所以需要重
点讲解。在古时候，登楼是文人雅士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好
抒发自己的情感。王之涣的这首诗，也是登楼抒怀的代表作。
而且在他留下的六首诗歌中，这一首也尤为出名。

说起楼，特别有意思，中国古代有四大名楼，鹳雀楼、黄鹤
楼、岳阳楼、滕王阁都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如果在引
入课题的时候，介绍楼字的结构，看看鹳雀楼的造型，再看
看现代楼的演变，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字，也能了解中国
的“楼”有什么不一样，培养独特的“中国”审美。

然后可以了解一下鹳雀楼在什么地方。接着跟随诗人去欣赏
一下那里的美景。

诗歌的教学最主要的是读好诗句。自读、齐读、师生互读，
朗朗上口的读，读准字音、读出节奏，读得有点像古文的样
子。

小朋友先根据自己对诗句的理解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追问，怎样的山？结合讲解层林叠翠，层叠；山川；名山
大川；讲解“依”、“尽”。然后出示地形图，展示黄河真
实的图景，让学生明白，诗人居高远望，视野开阔时，看到
的是什么，丰富学生的想象，再读诗句，到会背。

写字“楼、依、尽”。

出示最后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理解诗人抒发
的情感。这句诗，在历史上有很多争议，老师结合学生的理
解相机引导。还可以给孩子们留下伏笔，看看爸爸妈妈是怎
么理解的，可以回家交流。

最后告诉孩子们，王之涣登上的鹳雀楼，已经没有了。但是
这个楼却因为他的诗歌而闻名天下，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好
好的读一读，背一背。在朗读、背诵中感受中国山水，文字
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