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优秀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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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是渔
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桑娜
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品质。
学习本文，重点是引导学生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
中体会穷人的善良。

本课的教学过程我力求让学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力求让
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一层一层地理解课文。在教学1
到2节时，先让学生找出描写“穷”的语句，再找出你是从哪
些词、句中感受到的，然后指导朗读，读出家里很穷。

从“感知”到“揣摩”。由浅入深，引导学生沿着这条思维
途径，一步一步地阅读理解。

在解读课文的过程中，研究“温暖”、“舒适”这两个词语。
首先让学生联系生活理解“温暖、舒适”。然后再看插图，
从图上看出桑娜家的“温暖、舒适”。最后回到课文。从文
中进一步体会“温暖”指什么？“舒适”指什么？此时，学
生的回答中已不仅仅是孤零零的描写小屋的语言文字了，还
有描写小屋外的呼啸怒吼的寒风，汹涌澎湃的大海的语言文
字，还有对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和感受的联想。



从而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穷人虽穷但生活得很乐观。

由于本文的文本较长，又处处精彩给人留以发挥余地，所以
预习加两节课的教学还觉得时间有限，不少同学意犹未尽只
好作罢，还应该做更深入的写法分析和性格剖析也未实现，
结尾的续写未能完成，只得利用课余时间来写，不过同学们
的续写大多都充满了想象，又注意了人物的性格，写得比较
精彩！

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本文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短篇小说。课文记叙了
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桑娜与渔夫主动收养已故邻居西蒙的两
个孤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沙俄专制制度下渔民的悲惨生
活，赞美了桑娜和渔夫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品
质。课文内容上有两个重点：一是表现沙俄时代穷人的穷困
和悲惨。二是赞颂穷人富于同情、热心助人的美德。课文里
没有一句直接赞美的话，然而穷人的高尚品质却被表现得感
人肺腑。

学习本文，重点从环境和人物的心理、对话的描写中体会人
物的美好心灵。我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深层研读，从而感受人
物品质。让学生通过认真研读，从课文中找出描写环境和人
物对话、心理的句子，体会穷人的高尚品质。抓住桑娜抱孤
儿回家后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桑娜与渔夫的对话这些内容组
织学生深入研读。桑娜抱孤儿回家部分，重点研究“她的心
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
样做不可”这个句子，联系上下文了解“这样做”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的心理中，体会桑娜的善良品质。教学时，首先
让学生充分的朗读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语句，抓住“忐忑不
安”，然后组织交流：桑娜在继续等待丈夫的时候想到了哪
些？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通过讨论明确：由于桑娜家庭的贫
穷，由于桑娜热爱丈夫、同情孤儿，所以才会有如此复杂的
心理活动，同时明确：虽然桑娜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但是



收养孤儿的决心没有动摇。接着让学生再读读描写心理活动
的语句，了解省略号的.作用。最后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进
一步体会桑娜的崇高品质。桑娜与渔夫的对话部分，则以读
为主，在读中理解两处“沉默”的不同含义。通过朗读，读
出两人不同的性格。

在学完课文后，让学生回顾所学，体会作者通过环境和人物
对话、心理的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再安排练笔，续
写故事。

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当时，俄国劳动人民处于沙皇的黑暗统治之下，生活极度贫
困，但是他们心地善良、情操高尚。课文记叙了渔夫和她的
妻子桑娜关心、同情邻居西蒙，在西蒙死后毅然收养了她的
两个孤儿的故事，反映了穷人纯朴善良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
的高尚品质。本文在写作上特色鲜明，通过对环境和人物心
理、对话的描写，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用多
种方式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既有直接心理描写，又
有间接心理描写；既有错觉、幻觉的运用，又有景物描写衬
托人物心理，感人至深。教学时，创设情景，让学生走进文
本，理解内容，在此基础上，从内容中想开去，让学生在深
挖文本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做到入情入境。

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已学习的过程，力求
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得学习”。让学生自读课文，找出描写
“穷”的语句及关键的词语，谈谈自己的感受，然后指导朗
读。采取从“感知”到“揣摩”，再到“吟诵”，由浅入深，
层层递进的`阅读过程，引导学生沿着这条思维途径，一步一
步地阅读理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能脱离内容搞支离破碎的语言训练，
如在学习课文第一段中，研究“温暖”、“舒适”这两个词



语，首先让学生联系生活理解“温暖、舒适”，然后再看图，
从图上看出桑娜家的“温暖、舒适”，最后回到课文，从文
中进一步体会“温暖”指什么？“舒适”指什么？从而使学
生深刻地认识到桑娜的勤劳能干。这样，词义的内涵拓展了，
学生的联想空间扩大了，看问题的视野也开阔了。

《语文课程标准》中说：“阅读是学生的个性行为，要珍视
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尊重学生对文本的个性化解
读。”本文着重让学生体会“忐忑不安”这一段的心理描写，
采用各种形式，让学生充分地读。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交
流感受，读出感受。学生用心读文，把握朗读时的感情语气，
学生从读中体会到桑娜的善良，达到情感陶治。

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际教学的锻炼，使我的教学水平在原有的
基础上迈了一大步。当然，与老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差距甚
远，还需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用心体会，我相信，只要努力与
付出，这个距离虽然现在很大，但终会有一天可以使他缩短
为零或成为负数。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谈谈这一个多月在教学
中的收获与不足:

收获：知道了如何去备课，该备哪些内容。了解了学生现有
的.知识水平的的基础上备课，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备课，简
单来说，备好一节课，备学生远比备知识难，故而，备好一
节课，备好学生才是重点。知道了在课堂上如何很好的实施
教学。课堂必须要以学生为主体，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应该有
学生主动提问、回答和讨论来完成，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
用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引导和解释说明足矣，要能够体现
现代化教学方式，而不是满堂灌。

不管怎么样，既然我选择了教育这个行业，我会继续探索前
进，不管前方多么艰辛，我也绝不会停止我前进的步伐，或
许我还没有真真进入教育这个门。尽管如此，寻找教育之门



永不停止。

人教版三上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冰川与晚霞》这节课的教学目标为引导学生对色彩的渐变
现象有初步的感知。重点放在“感知”。本节课在教学设计
上相对比较灵活，由学生自选学习顺序步骤，因为在设计时，
我把色彩渐变这一内容的知识点分割成几部分，而学生不管
从哪一部分开始都可以达到要求，学生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
能说出“色彩渐渐变化”这一要点，在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
相机出示课题：色彩渐变。

在此内容的教学中，学生基本达到我预期的教学要求，可以
按照老师的引导正确的排列色卡，并理解到色彩渐渐变化的
要点。

在这节课中，学生对色彩渐变的两种情况可以明确了解接受，
并可以结合以前所学的'旧知识理解出“加黑和白可以使色彩
变深或浅”这一新知识，而两个色相的渐变稍微复杂一些，
需要运用色彩的原色与间色的知识，这一点通过教师引导也
达到了目的。

总的感觉在这节课的教学中，顺利达到了教学目标，学生学
得比较直观轻松，特别在“色彩填空”一项中，学生比较直
观的通过色卡这一媒介，由浅入深的掌握知识点。

但仍有不足之处在于，教师还应加强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
在灵活的美术教学中，教师的此项能力尤为重要。另外，我
还应锻炼加强自己的教学语言的精练程度和准确程度，有利
于更准确的引导学生，达到教学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