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我以为一节好课就是细腻，就是对课文重点语段进行感悟。
是让学生通过反复的读、反复的想，再进行反复说的`训练。
最近看了一些教学参考资料，结合自己的教学认识到：其实
一节精致的语文课，在教学中还需要拥有大局的目光；需要
摆正教学的详略；需要谋划适当的方法。

一、着眼于整个篇章

六年级是小学阶段最高年级。六年级已拥有了一定的语感，
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对文章联系前后课文进行理解。我们的教
学便更应该着眼于整个篇章。今天的教学，我有些纠缠于段
的教学。“除夕”“正月初一”“元宵”三个片断之间没能
进行整体的了解与梳理。其实三个部分的写作，是有着它们
的共同点的。除夕重在一个“忙” =字，正月初一重在一
个“逛”字，元宵重在一个“闹”字或“灯”字，为什么分
别选这个特点进行描写？因为这是它的显著特色，除夕也挂
灯，可是这不是它的主要特色，正月初一也忙，但相对除夕
却是无法比的。所以在教学“元宵”这一部分时，还可把三
个部分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让学生明白，老舍是选取了它们
的典型特点进行描写的。而元宵的典型特点是“灯”，如果
让学生先体会灯，再来体会观灯时人山人海的情形，就不会
在课堂中那么淡而无味了。



二、注意教学的详略

看到老舍的文章，总觉得写得太好，教学时这也不舍，那也
不弃。语言特色要教，北京的人文底蕴要讲，春节的传统文
化也要说……教学仿佛一锅“熬腊八粥”。文中六个特别的
日子真的不知如何取舍。“腊八粥”“腊八蒜”要让学生读
和了解。其实学生一读就明白，根本不用花功夫，可课堂上
自己就是不敢放手，总忍不住要讲。“腊八”如此，其他日
子了更不用说。教学就蹑手蹑脚了。课后仔细地想写作有详
略之分，教学也应有详略之分，该舍得大舍。略不敢略，那
么详总能详了吧？可惜的是，对于原本应该详细探讨的教学
内容，却又显得力量单薄。

三、谋划适当的方法

所以，对于重点段的教学，还需要可行的策略，让学生参与
思考，参与读悟。这个环节，我还是应该让学生通过比较来
体会老舍写作的用心所在。可以通过关键词的理解，让学生
去比较读，在朗读中细细体会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这样教学，
效果才会更好。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北京的春节》，老舍先生所写的一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
的散文，文章对老北京过春节的热闹景象和风俗习惯进行了
介绍。依次介绍了老北京过春节开始的日子、腊八节、腊月
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几个特别的
日子，其中腊八、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是详写部分，
在授课时做重点的'讲解。整篇文章的语言简洁而生动，字里
行间透出人们欢欢喜喜过新年的心情，反映出北京人热爱生
活、追求美好的心愿。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习俗，情趣盎然，
又使人读后增长见识。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首先问学生是怎样过春节的，然后带



学生随老舍先生走进老北京，去感受独特的民风民俗和魅力
十足的年文化。接着我引导学生回忆课文写到了哪些节日，
详写的哪几个日子，你最喜欢哪个日子，为什么？接下来让
学生再次走进文本，找到自己喜欢的日子，反复朗读，批注
这几个节日里自己的感受。最后，我安排了一个拓展延伸的
环节，让学生畅谈一下自己过年的感受，同学们争先恐后、
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整堂课学生们自始至终保持
着浓厚的兴趣，思维在交流中碰撞，智慧在交流中闪光，孩
子们兴趣盎然的交谈，让我欣喜的同时，也让我感触颇深。

学生没有学会处理资料。学生课前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资料
大多很长，内容杂，需要学会筛选资料、利用资料、提炼资
料、帮助理解课文，寻找更多的学习资源，是个思辩、表达、
交流的过程。因此，我还需要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
耐心地培养学生，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过春节》是本学期最后一课，恰逢元旦，大家又刚过完圣
诞节，学生们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也使学生们
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我们学习了制作节日拉花，纸灯笼
和节日贺卡来渲染节日气氛，传递节日祝福。

在节日气氛中，大家的心情格外的.好，并不只因为过节。孩
子们制作了一个个漂亮的贺卡等，让我看到了，通过一学期
的学习，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有所提高，制作的小手工更加细
致、精美；大家合作起来齐心协力，有剪纸条的、有撕双面
胶的、有粘贴的、有做装饰的，各尽其能，配合的相当默契；
课堂十分安静，连下位自由组合的小组合作起来也不会有大
动静；认真整理自己的物品，地上的碎纸全数将干净……看
到孩子们放学时，手里拿着自己的作品，高兴地在父母面前
炫耀的样子，我也心里美滋滋的。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这次的试讲课是《春节》培智五年级实用语文第七册，本文
属于本学期最后的一篇新课文，也是就快放寒假同学们即将
要经历的事。通过此次讲课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在认真听讲，
小部分同学注意力不集中，这也是我的失误，课堂组织教学
没做好。其次是学生的积极程度随着时间的拉长也逐渐减弱，
注意力也在慢慢消退。而我在此时不但没有关注学生的情绪，
反而自顾自讲。我应该恰当的时机给某些表现好的同学进行
奖励，同时也作为给不认真听讲的同学一个警示。这是我关
于课堂纪律及课堂气氛没做好的部分。下面我就教学环节设
计上进行回顾总结。

2.下面我开始进行课文内容的学习。首先有老师带领学生齐
读课文，然后分句子。【反思：这里我把三句话分得太过明
显，所以同学们虽然知道有三句话，但却不明白为什么是三
句，我也没有具体的说一说原因，直接带过了。】下面是开
始带领学生学习第一句话。我提问到春节是哪一天，学生能
很快从句子中找出来。我也就很快的'一笔带过。然后反复带
领他们读第一句。让他们记住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并进行了
个别检查。【反思：第一句话的侧重点我找到了，并且也让
学生学会了，但是我没有拓展到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
这为与后面的除夕作对比的时候没有铺垫好。但在传统节日
上我拓展的内容比较丰富，学生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还
有点小失误就是ppt上的关于这句话的内容有些乱，没有提前
做好检查，导致在这上面我有些着急没做好总结】第二，三
句讲的还算比较流畅自然，没有太大的失误。

3.最后小结部分我让同学们再次复习了本节课内容的重点，
然后开始布置作业，当作业布置完毕之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
糖果发给了学生，然后播放音乐让他们写作业。【反思：最
后的结束语太过仓促，没有做到流畅自然。而且我准备了课
堂练习，但是没有出示，这应该作为当场检测学生的掌握情
况的，我却没有展示出来。最糟糕的是我把糖果在不合适的



时间拿出来发给学生，导致当学生拿到糖果之后不分场合的
就吃起来。这就失去了糖果原本的功用----作为鞭策学生上
课积极主动地功能。还有就是在学生写作业时放音乐容易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

优点

1、课件参与，激发兴趣。根据学生特点，结合本课内容所描
述的是春节，我找了不少的图片作为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从而达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

2、注意联系，训练思维。教学时，抓住关键词语，如：农历
正月初一是春节。除夕要吃团圆饭。过了春节都又长大了一
岁。

3.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对答对的同学予以表扬，答错的同学
及时引导。

4.整体内容衔接较好，教态自然，语音面貌也很不错。

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学生对这篇课文很感兴趣，而且理解起来较容易些。

1本课教学设计合理流畅，把握教材准确，制定的教学目标合
理，基本上达成预定的目标。

2基础知识点把握准确。对修辞手法、重点词句进行体会，在
充分引导学生去感悟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善于表达。在平时
的教学中，注意渗透体会句子的方法。教学分析中贴近学生
生活，教师注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畅谈过年的感受，
同学们争先恐后、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整堂课学
生们自始至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课堂气氛比较热烈、浓厚。



3在教学中，从整体入手，抓大放小，在学生理清课文顺序，
分清详略重点之后，放手让学生自学最感兴趣的部分，充分
发挥他们主动性的同时，也不忘教师的引导作用。

对于毕业班的教学，我对每篇课文的教学都做到精致细腻，
唯恐漏掉一个知识点，纵观《北京的春节》这堂课，我终于
感觉自己错了，一直指导学生详略得当，可自己的课堂却略
而不略，详而不详，该舍的不舍，该抓的抓不牢，方法单一，
学生学起来也索然无味。总感觉课文的每个方面都要学生掌
握到，词语、重点句子、表达方法、语言特色等等，不舍得
撇开，就讲解，结果却适得其反，一篇课文下来，虽然学生
学习状态很好，兴致很高，但真的能把知识都学会的没几个，
可见，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更要抓住文章的详略，运用多而有
效的方法，让自己的教学过程实而有效。

以此为例，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对学生放手，更要对自己
放手，该舍的一定要舍，该详的一定要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