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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行》 篇 1 

《山行》教学反思 

《山行》的作者是杜牧，这首诗意境优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在对幼儿进行这首诗的教学时，我以故事的形式引入，让幼儿在听故

事的同时感受故事的意境。在幼儿了解、感受古诗的意境后，我直接

将此首古诗背诵下来，部分幼儿跟诵，紧接着幼儿开始诵读这首古诗，

最后我们为这首古诗配上动作，便与幼儿记忆。活动结束时，幼儿在

进行自主谈话，一个小朋友跑到我的跟前问：“老师，什么是人家？”

我一愣，这才想起古诗中的内容“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原来小家伙问的是诗句中的内

容，我微微一笑说：“宝贝，人家就是住有人的意思。”“老师，那

里的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居然住到白云上，他们不害怕吗？”这句话

让我哭笑不得，同时，我也让我有机会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 

为古诗配上动作一种便于幼儿记忆古诗的方法。当时只考虑便与

幼儿记忆，没有考虑到诗的意境，致使出现今天的笑话，在以后的古

诗教学中一定运用多种办法让幼儿在背诵古诗时，也感受到诗的意境！ 

《山行》教学反思 

对于古诗，我一直有着恐惧的心理，学生时代时对古诗的态度就

是跟着老师学，自己从来不会去挖掘领会，但是现在不同了，自己要

站在三尺讲台上把曾经我认为最头痛的内容讲给学生听，因此，我不

敢怠慢，很用心地准备。 

《山行》是我教师生涯教的第一首古诗，我想我会终生难忘吧，

这是一首描写秋天的诗，它通过描写寒山、白云、石径、枫林，展现

美丽的秋色，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作者以丰富的想象，生动

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然纸上。所以引导学生体

会感情，欣赏意境是教学这首古诗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因为学生

平时接触古诗不是很多，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也就不够强，因此“欣

赏意境”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有些字词的解释和现在大不



相同，例如：斜，坐。针对这些特点，我采用图文结合的教学方法，

没想到第一次教学古诗，效果还是可以的，起码在理解意境的环节达

到了之前的预设效果。根据每句诗，我一次出示图片：一条石头小路

蜿蜒曲折，一直伸向深秋时节的山头，在白云升腾缭绕的地方隐隐约

约出现几户人家，满山的经霜打过的枫叶，比二月里的鲜花还要红艳，

诗人停下马车，驻足在枫林边，仔细欣赏这美好的景色。然后边看图

边指导学生理解诗句的意思。例如：我问：“在这幅画上，你看到了

什么？生：我看到了一条小路。师：仔细看看是什么小路？生：哦，

是用石头铺成的小路。师：那你能在诗句中找到表示石头小路的词吗？

孩子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通过这样的方法学生很快地就进入了古诗

的意境中。 

第一次教学古诗，感触还是很多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古诗的意境

是那样的深远，看来要想教好古诗，还得多多挖掘其中的知识啊！ 

《山行》教学反思 

古代教育学家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古诗语言精炼，

情感强烈，节奏鲜明，意境优美，引导学生学些古诗，可以陶冶情操，

丰富想象，还可以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兴趣和敏感力。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富的

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然纸上。所以

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境。这同时也是个难点，

因为学生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欣

赏意境”的训练在许多老师的教学中也常常被疏忽。另外，有些字词

在诗中所代表的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一样，如“坐”、“远

上”“斜”、“生处”、 “爱”等。如何行之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这

些难懂字词的意思，并通过词义理解达到理解全句、全篇的意思，也

是这首诗教学的重点。再则，《山行》是《古诗二首》这课中的第一

首诗，也是学生在本册中接触到的第一首古诗，学习方法的指导十分

必要，所以，应重视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既培养能力，又为本课第二

首诗的教学打下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以读为主，在读中感悟。主

要做了以下几点： 



1、读一读，说一说，整体感知诗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研读

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相交切磋，合作交流中读准字音，读通古

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况时，可让学生争当小老师给大家

正音，既可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又可让他们在成功的体验中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 

2、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切忌逐行分析诗意。此时可适时地

张贴文中插图，并问“图中画的是什么。”学生们争先恐后地畅所欲

言。其实诗意就蕴含在这一声声的话语中。 

3、读一读，听一听，感知古诗韵律：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定的

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境，体验情趣。

但对于刚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并不懂这些。因而在教学中可借助录音范

读，让学生从听中感悟，从模仿练读中得到自悟。以学生自己的看法

来朗读，富有具性地朗读，比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行呢？把它读

给大家听听，也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好吗？这时学生兴趣盎然，十分

活跃。 

4、读一读，演一演，领悟古诗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有个

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我们一块跟诗人的

心情把这首古诗读一读，好吗？”教师在学生的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

旨在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还可加以音乐渲染，让学生戴着头

饰，自由想象表演，一边演一边吟咏古诗，会使语言文字在学生头脑

中形成的图像更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澜，入情入境，

与作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另外，在教学生字时，我以和新字交朋友的游戏激发学生的识字

写字的愿望。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以四人小组的形式，

互相交流学会的生字，并让人人争当小老师把你认识的新朋友介绍给

大家。在学生观察探究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写好生字。切实地体现

“以人为本，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新理念。 



古诗《山行》教学反思 

今天教学第三课《古诗两首》中的《山行》。 

《山行》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所作，它以丰富的想象、美好的意

境和精炼的语言而流传至今。所以，本次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理解

感悟，体会意境，这也是本次教学的难点。 

体会古诗意境的前提，必须让学生熟读甚至背诵古诗，烂熟于心

以后，学生对古诗的理解会水到渠成，那么诗中的意境自然而然会在

脑海中浮现。所以，我对本次课文教学的安排首先是这样的： 

一、熟读古诗，读中体会。 

首先是让学生自由朗读：你是怎么理解的就用怎样的感情来读。

然后，再让学生听范读，学生从老师的朗读和课文录音的朗读中感受

古诗的朗读节奏，并把自己听到的节奏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标出来，再

模仿范读的节奏反复读诗，直到熟读成诵。学生通过熟读，对古诗有

了一定的理解，这时，再进行个别难懂字词的理解。 

二、抓住重点词句理解古诗。 

古诗中的有些字词跟现在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坐”“远

上”“斜”“生处”“爱”等。如何让学生能真正弄懂这些词的含义，

我想了很多办法。 

一是结合图画：画面上一条小路弯弯曲曲一直向山林深处延伸，

有一个人站立在枫林旁，抬头遥望……学生被眼前的画面所吸引，这时

老师再配上一段旁白。 

二是引导想象：学生闭上眼睛，听老师描述：在一个充满凉意的

山林里，有一条石头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了远方，在那白云漂浮的地

方，住着几户人家。山路的两旁是火红火红的枫树林，那枫叶的颜色

真比二月里的鲜花还要红艳，实在是太美了，于是诗人杜牧就把车子

停了下来，细细地欣赏着美丽的景色……通过刚才的引导，老师在这时

再让学生逐字逐词对照理解，例如我问：“你们猜，‘小路弯弯曲曲’

是诗中的那个词？（石径斜）‘伸向远方’对诗中的哪一句？（远上）

‘白云飘浮的地方’对诗中的哪一句？（白云生处）‘枫叶比二月的

鲜花还要鲜艳’对诗中的哪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孩子们很



快就找出了对应的诗句。 

三是让学生身临其境：我让全班同学把自己都当作“杜牧”，然

后我边创设情境边问：“小杜牧，你在这秋天的山林里看到了什么？”

有的说看到了美丽如花的枫叶，有的说看到了弯弯曲曲通向远方的小

路，余璇绚同学竟说她看到了白云飘浮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

我抓住她的这几句话追问道：“你怎么看出是‘隐隐约约’呢？”她

说：“我感觉是‘隐隐约约’”我鼓励她说：“你的感觉真好，能说

出原因吗？”这时，戴浩然同学高举起小手，我请他回答，他说：

“我从‘白云生处’这个地方知道是隐隐约约看得到，因为那些人家

都被白云遮住了，不能看的很清楚。”“你真是说得太好了，这才是

会读书的孩子！”我夸赞道。这时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诗的意境中，

他们被那美丽的意境所感染，这时，我再锦上添花：“这么美的景，

这么美的诗，我们怎么读出它的美呢？”这时他们读起诗来，感情全

有了。看着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我在心里笑了。 

三、提供平台，争相展示 

赛赛谁说得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说对

诗的理解。先是同桌互说，然后再选出代表比一比，说得好的同学上

台来说。这一环节是水到渠成的事，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理解，都说的

比较好。 

《山行》教学反思 篇 2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富的

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然纸上。所以

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境。这同时也是个难点，

因为学生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欣

赏意境”的训练在许多老师的教学中也常常被疏忽。另外，有些字词

在诗中所代表的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一样，如“坐”、“远

上”“斜”、“生处”、“爱”等。如何行之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这

些难懂字词的意思，并通过词义理解达到理解全句、全篇的意思，也

是这首诗教学的重点。再则，《山行》是《古诗二首》这课中的第一

首诗，也是学生在本册中接触到的第一首古诗，学习方法的指导十分



必要，所以，应重视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既培养能力，又为本课第二

首诗的教学打下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以读为主，在读中感悟。主

要做了以下几点： 

1、读一读，说一说，整体感知诗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研读

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相交切磋，合作交流中读准字音，读通古

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况时，可让学生争当小老师给大家

正音，既可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又可让他们在成功的 体̀验中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 

2、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切忌逐行分析诗意。此时可适时地

张贴文中插图，并问“图中画的是什么。”学生们争先恐后地畅所欲

言。其实诗意就蕴含在这一声声的话语中。 

3、读一读，听一听，感知古诗韵律：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定的

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境，体验情趣。

但对于刚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并不懂这些。因而在教学中可借助录音范

读，让学生从听中感悟，从模仿练读中得到自悟。以学生自己的看法

来朗读，富有具性地朗读，比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行呢？把它读

给大家听听，也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好吗？这时学生兴趣盎然，十分

活跃。 

4、读一读，演一演，领悟古诗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有个

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我们一块跟诗人的

心情把这首古诗读一读，好吗？”教师在学生的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

旨在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还可加以音乐渲染，让学生戴着头

饰，自由想象表演，一边演一边吟咏古诗，会使语言文字在学生头脑

中形成的图像更为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澜，入情入境，

与作者的情感达到共鸣。 

《山行》教学反思 篇 3 

今天上了《古诗二首》中《山行》，不可否认，很多时候我们都



会把不少时间和精力放在对古诗意思的理解上。就我个人的浅显认识

而言，我认为古诗的意思一定要准确地理解，不能出现偏差和错误，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文字离我们同学距离遥远，学生在理解起

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加之时间的久远，使得古诗文中部分生字的意

思稍微错一两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词语了。但新课标的理念下又要

求我们教师不要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发现，怎样解决

这个矛盾呢？我的做法是，学生先说，鼓励说，管他说什么，管他错

到哪儿去，先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然后再逐字逐句的出示词

语的正确解释。这么做的目的首先应该是把课堂的主动性还给学生，

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帮助学生修正错误，以把灌输

的负面效果降低到最低。 

因此，就本首诗而言，学生在理解“枫林晚”时基本是正确的，

“停车”“人家”是完全正确的，“二月花”也能算正确，而其他的

重点字词则基本不着边。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引导理解其中的意思，

再连起来说说诗句的意思。学生发现自己错了之后，也没什么特别反

应，只有“坐”的意思出现了“啊……”。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总结出这首诗是表达诗人对秋天美景的喜爱

赞美还是对秋天草木枯黄的惋惜时，学生都能准确地找到依据“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感受到诗人是对秋天景色的赞美，

我觉得学生基本上是理解诗句的意思了。 

一节就这样很快的结束了………意犹回味! 

《山行》教学反思 篇 4 

【教学目标】 

1、读懂诗句，理解内容，想象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体会诗人热爱

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3、认识 10 个生字，学会写 6 个生字。 

【教学重点】在朗读诗句中进入情境，有感情朗读。 

【教学难点】在读中理解古诗中字词的意思。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教学、枫树叶卡片、一枝铅笔、写有古



诗的白板纸。 

【教学时数】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讲故事导入 

同学们，喜不喜欢听故事呀？老师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好

吗？唐朝啊，有一位大诗人，名叫杜牧，他非常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欣

赏美丽的景色。有一天呢，他坐在车里在山上行走的时候，看见了一

条石头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了远方，在那白云漂浮的地方，隐隐约约

还看得见有几处人家呢！山路的两旁是火红火红的枫树林，那枫叶真

美极了，它的颜色比二月的鲜花还要红艳，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团燃烧

的烈火，实在是太迷人了，于是他把车子停了下来，细细地欣赏这美

丽的景色，并且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呢！诗的名字就叫《山行》，齐

读课题。 

二、初步感知古诗 

1、你们想听老师配上音乐来读一读这首诗吗？ 

2、诗人杜牧只用了 28 个字，就把我们刚才看到的美丽景色全写

下来了，景美诗更美！你们想读一读吗？跟着老师一行一行来读，注

意要读准字音。 

三、学习生字、诵读古诗 

1、学习古诗第一行： 

⑴ 这首诗呀，老师还给它配上了美丽的画面，你们看（出示第

一幅图）谁能说说在这幅图上，你都看到了什么？ 

⑵ 我们看，这正是深秋季节，深秋时节的高山会是什么样呢？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山上的树叶有深黄色的，有浅黄色的，还有红

色的，真是五彩斑斓。山上还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弯弯曲曲地向

远方伸展着。多美呀！那你们知道这幅画面说的是我们诗中的哪一行

吗？ 

⑶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行诗。 

⑷ 学习生字“远”： 

① 眼前的美景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上学期学过一首诗



就叫《画》，还记得吗？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

来鸟不惊。这个老朋友你还认识吗？ 

（出示“远”字字卡。） 

②“远”字在这里也是指远近的意思，它是什么结构的字呢？我

们在书写的时候应该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呢？ 

③ 还有哪些生字是“辶”？ 

④ 我们再来读一读带有“远”字的那一行诗。 

⑸ 学习生字“径”： 

① 这个字宝宝是我们的新朋友，它读作（jìng），拼读、齐读、

开火车读。 

② 这个“径”字在诗中指小路的意思。山上的小路是用石头铺

成的，我们叫它（石径），再读。 

⑹ 学习生字“斜”： 

① 这条石头小路是什么样的呢？古诗中用了一个字来形容它，

是哪个字？（出示字卡“斜”。）指名读、男生读、女生读。 

② 同学们观察老师手中的这枝铅笔，这是（立），这样就是

（斜）。 

③ 诗中的这个“斜”字是弯弯曲曲的意思。 

④ 你能给“斜”字组个词么？ 

⑤ 第一行诗的生字我们都认识了，再来读，相信你们都得会更

好！ 

2、学习古诗第二行： 

⑴ （大屏幕）在那白云漂浮的地方，隐隐约约还看得见几户人

家，这又是诗中的哪一行诗呢？ 

⑵ 齐读第二行。 

⑶ 同学们想一想： 

白云浮动，炊烟袅袅，当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山林的时候，你说

这座山林美不美啊？ 

⑷ 这么漂亮的景色，我们在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这回我

们把前两行连起来读一读。 



⑸ 读的时候就像是你自己走在了林间的小路上一样，多美的景

色啊，真让人陶醉啊！谁愿意再把这两行诗有感情地读给大家听？ 

3、学习古诗第三、四行： 

⑴ 诗人走在石头铺成的小路上，他又看到了什么？ 

（道路两旁是火红火红的枫叶，很美丽。） 

⑵ 说得真好，这么美的枫树林，杜牧实在是太喜欢了，他都不

想走了，于是他把车子停了下来。下车后站在那里细细地欣赏这迷人

的景色，这就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⑶ 学习生字“停”“亭”： 

① 诗人杜牧实在是太喜欢这深秋的美景了，于是把车子（停了

下来），这个字就是“停车”的“停”。。 

② 为了更好地学习这个生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 

（出示“亭”字字卡。） 

③ 你发现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的特点了吗？ 

④ 这个“亭”是哪个“亭”呢？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演变）： 

古人看到了人站在一座亭子里，就照样子画了下来，我们来仔细

观察，这像什么“（像亭子尖尖的角，下部分像人站在亭子里。）经

过很多很多年的演变，变成了这样，最后又通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就变

成了现在要学习的“亭”字了。 

⑤ 你能给这个“亭”字组词吗？ 

⑥ 下面我们就来写一写这个“亭”字。 

（教师范写──学生书写。） 

⑦ 那你能不能用左边的这个“亭”字来帮忙记住右边的这个

“停”字呢？ 

⑧ 说得很清楚，说到“停”字，我们就真正停下来休息一下吧。

大家一起来活动活动吧？ 

⑷ 学习生字“车”： 

① 活动之后，我们就要马上回来抓紧时间学习了，因为时间就

像小马车一样，飞快地向前跑，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妙。这个字

就是“小马车”的“车”字，（出示“车”字字卡），拼读音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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