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句的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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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绝句的教学反思篇一

杜甫的《绝句》全诗仅二十八字，描写的景物却极有特色。
诗人寓主观之情于客观之景，寓胸中之意实在之物，情景交
融，意境深远。

尤其是诗人巧用数字入诗，两、一、千、万四个字，虚实结
合，时空结合，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本诗的第一句是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在柳枝上鸣叫，诗人
指明两个，说明鸟的叫声不是叽叽喳喳的，而是一唱一和式
的对鸣，欢快而不嘈杂，热闹而不喧嚣。第二句是一行白鹭
上青天。白贵鹭向蓝天飞去，从一行可见此鸟排列有序、渐
次远去，而不是轰然飞散，各奔东西；再用上了一个上字，
更显示了白鹭奋力高飞、展翅向上的姿态。

第三句是窗含西岭千秋雪。千秋一词是虚指，出于诗人的想
象，它赋予了雪这一静态景物以沧桑之感。千年不化的积雪
似乎在诉说着什么、见证着什么。窗中之景虽小，却由此可
感受时间之纵深。第四句是门泊东吴万里船。船停泊在门前
的码头边，也是静态之物，但因其行程万里，使人顿觉天地
开阔，似插翅而难及。门外之景也不大，却由此可感受空间
之广袤。

千秋与万里都是虚指，均出于诗人的想象，而诗的意境因此
而幽远、开阔，又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



多读是学习古诗的一个重要方法，要让少于在读中对所学之
诗知其意、临其境、悟其情，逐步增强对古诗的语言感知能
力，感受古诗的艺术魅力。

1、初读知其意

（1）学生自读全诗，要求读得音准句顺，声音响亮。

（2）指名学生读第1、第2句，理解鸣、上的意思，用补省略，
调整词序的方法说说诗句的意思。

（3）学生齐读第3、第4句，理解含、泊的意思，用上述方法
说说这两句的意思。教师相机指导。

（4）指名学生把四句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2、再读临其境。

（2）教师出示挂图。学生看图，教师声情并茂地朗诵诗句，
并作适当讲解。前两句，突出鸣、上二字，帮助学生理解，
是这两个字使景物产生了动态效果，使画面显得生机盎然。
后两句，突出含、泊二字，以此了解诗人的思绪由现时到了
过往、由近处到远处；而且也正是这二字，使现时之景（窗）
和想象中的过往之景（千里雪）、近处之景（门）和想象中
的远处之景（万里船）有机融合于完整的画面之中。

（3）学生看书上插图，一边手指景物，一边自由朗读。

（4）指名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其他学生尝试在脑里再现画面。

（5）指名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这首诗描绘的美丽景色。

3、三读悟其情

（1）比较读。在黑板上出示：



黄鹂鸣翠柳，

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雪，

门泊东吴船。

读一读，与原句比较一下，哪个写得好？

为什么这样说？帮助学生明确这首诗的朗读停顿及重音，并
完成下列板书：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前两句声色兼美）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后两句意境开阔）

（2）表演读。播放课前制作好的配乐朗诵录音，让学生欣赏。
随后要求学生和着音乐诵读，要求他们掇民对古诗的理解用
适当的语气和动作表现出来，甚至可以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绝句的教学反思篇二

我经常鼓励学生多读古诗，以增强自身语言文字修养。但是
一直收效不佳，总感觉学生在完成任务，而不是自觉自愿地
爱上古诗。所以借着这次上组内教研课时，我把握机会上了
古诗《绝句》一课，希望通过这节课的教学让学生学会欣赏
古诗的美，从而真正爱上古诗。

《绝句》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写景小诗。



整首诗虽只有28个字，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韵味无穷的美。
诗歌以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
的氛围。全诗一句一景但又合而为一，通过景物完整表现了
诗人复杂细致的内心活动。我把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定位在让
学生通过欣赏画面理解诗意然后再去体会诗人的情感，同时
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感受诗歌的色彩美，如：黄鹂、白鹭、
翠柳、青天，四种景物四种颜色，黄绿相间，白蓝辉映，读
来令人心旷神怡。

感受诗歌的结构美、对偶美，如：“两个——一行”、“黄
鹂——白鹭”、“鸣翠柳——上青天”等。

因此，在教学时，我首先创设情境，出示一组春天的图片，
让学生用一个词或是一句话来赞美春天，激发学生对春天的
喜爱之情，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引入诗境。

其次，在讲解诗意时，我先出示图片，让学生赏析画面，初
步理解诗意，然后用讲故事的形式融入诗人的生活，体会诗
歌的意境。

如：在教学第一句时我是这样设计情境的：先出示两个黄鹂
在翠柳之间鸣叫的画面，想象此时正是阳春三月，天气晴好，
微风徐徐。这天清晨，杜甫正在窗前研读诗文，忽然听见窗
外鸟叫的声音，他往窗外一看，看见了什么？这样把四句诗
歌融入画面，融入故事，学生的眼睛始终跟随着大诗人杜甫
的眼睛在观察，在体会，自然而然自己也就仿佛置身于其中，
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诗人心中的情感了。

另外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诗人内心的情感，我还
挖掘了文本的空白点,把诗歌的创作背景渗透给学生，并结合
《春望》、《草堂》这两首诗让学生理解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使学生和杜甫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

最后，就是让学生反复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升华情感，让



他们从自由练读到品析美读再到深情诵读，把诗所展示的形
象与诗的韵律、节奏、激荡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在读
中受到美的熏陶。

不过，在教学时感觉自己还是提点过多，应该多创设情境让
学生去感悟、去体会、去品味，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自
己只要当好一个领路人就足够了！

绝句的教学反思篇三

前两天进行了《绝句》的教学，讲完之后，也有一些自己的
反思。

这篇古诗是三年级下册的第一篇古诗，从题材上来看是一首
五言绝句，内容也比较简单，是一首赞美春天的古诗。学生
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讲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所讲解的内
容，还存在以下不足：

1. 讲的内容比较基础，缺乏一些拔高的知识。在这次讲解中
我主要紧扣课标来讲解，重要的内容虽然没有漏讲但是没有
深入的`讲解，孩子们将来遇到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可能会比较
疑惑。

2. 缺乏阅读指导。首先教师的朗读示范不够，讲课中播放了
音频但是教师再范读效果会更好。其次，缺乏对学生朗读的
指导，比如说开心的时候怎么读？哪里该读的快一点？哪里
该读的慢一点？这些跟学生详细讲解孩子们会更乐意朗读。

3. 对古诗大意的重视程度不够。三年级应该掌握古诗的大意，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意应该在孩子理解的基础上再记忆，最好
自己能够理解、分析出来。所以在讲课的时候讲了但是没有
让学生加深印象，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展示出来让孩子们再记
忆一下。



作为一名新老师，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改进的，希望自己能
够不断进步！

绝句的教学反思篇四

《绝句》是唐朝诗人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所作。本诗是其中
的第三首，描写了草堂门前浣花溪边的春景。

这首诗色彩明快，意境开阔。全诗每句一景，声、形、色，
近景、远景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彩、开阔生动的画卷。
描写有动有静，鸣啼的黄莺，飞翔的白鹭是动景，千年积雪，
停泊行舟是静景，动静相间，和谐完美。这明快开朗景色的
描绘，反映了诗人欢快激扬的思想感情。全诗对仗工整，语
言凝练，令人心旷神怡，百读不厌。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上，我通过激趣引题、整体感知、想象
画面、感情朗读四个体会对仗之美由浅入深，层层展开，引
导学生领会诗意、体味诗境，受到美的熏陶。在教学中注重
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新理念，将学生的“自主学
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鼓励和引导学生大胆地想，尽情地
读，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想象飞起来，语言活起来。

上课伊始，我用充满热情的语言导入，我说：“公元七六三
年，杜甫得知故人严武回到成都，也跟着回到成都草堂。这
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这生气勃拨勃的景象，情不自禁，
写下了这一组即景小诗。由于事先未拟题目，写成后也不打
算你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这节课，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诗的美，景的美。把学生引入诗情画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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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诗
画一家”。本节课的教学亮点是引导学生根据诗句，展开想
象，促使其进一步理解诗的内容，将零散的事物组织成一幅
完整、隽永的图画，提高感受美、理解美、鉴赏美的能力。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诵”。读的活动在教学中
是一以贯之，从自由练读到品析美读再到深情诵读，把诗所
展示的形象与诗的韵律、节奏、激荡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进
而感受诗人欢快激扬的情感，升华了诗情。

这首诗，上联是一组对仗句，下联也是一组对仗句。因为学
生学过对对子，所以在感受了课文后，我让学生去找一找哪
句话和哪句话相对，哪个词和哪个词相对，来感受对仗的美。

绝句的教学反思篇五

没想到这次优质课竞赛课题竟然是古诗教学，真是出其不意。
本来诗歌教学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特别是低年级，很难调
动学生学古诗的积极性。再加上我从来没执教过古诗公开课，
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挑战。这烫手的山芋怎么吃呀？所以
备课时，我首先在学习目标上进行了仔细琢磨，最后把吃山
芋的目标定位在认识5个会认字，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初步理解诗意，能有感情地读背诗句上。执教后，基本上达
到了预期的目标。

“以生为本”真的很重要。我面对的是二年级的小孩子。学
生年龄小，阅历浅，概括能力弱，理解诗意困难，有情感地
诵读古诗更是有些枯燥。因而，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以“慢
慢走，欣赏啊”的姿态学习。我尽量避免逐字逐句的分析讲
解，本着以读代讲，以读促悟，以悟促读。在读上我注重了
读的层次：先读正确，再读出节奏，然后读出意境，读出韵
味。生字教学还算比较扎实，因此学生很快能读正确，读出
节奏。因而读出意境，读出韵味便是重点了。

怎样让学生读出意境呢？低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比如
要学习一二句诗句时，我让学生结合图画展开想象，感受黄
鹂的活泼可爱，白鹭的姿态优雅，画面明丽的色彩，意境的
高远，感受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学生在多种形式的朗读，美
的吟诵中得到美的熏陶，培养语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上，我采用了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兴
趣。一是创设情境，扮演角色，如学小黄鹂唱歌，学白鹭飞
翔等，二是多种形式诵读。如开火车识字说词，男女赛读，
欣赏图画，背诵古诗等。三是多维评价。比如“你真善于积
累”“你真聪明”“你的办法真妙”等，让学生在成功的体
验中增强信心。

总之，感谢这个“山芋”，山芋烫手，香味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