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画龙点睛 语文教学反思三年级
语文教学反思(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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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语文画龙点睛篇一

《七颗钻石》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童话。描述
了地球上发生了大旱灾，许多人和动物都焦渴而死，一个小
姑娘抱着水罐出门为生病的母亲找水，爱心使水罐一次又一
次地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最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
又新鲜的水流，从水罐里跳出的七颗钻石升到了天上，变成
了七颗星星。这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寄寓着作者的道德期盼
和某种社会理想：无私广博的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爱
心能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未来；爱心是永恒的，它像星星一样
晶莹闪烁，普照人间。读爱心的神奇故事，体会爱心对别人
乃至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

这篇课文情节比较简单，但内涵比较深，教学中应引导学生
以读为本的方式引导学生用心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感知童
话丰富的想象力。体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心对待生活。
现在，我将结合课堂教学环节，谈谈我的本课设计中想体的
教学思想。

新课标积极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
于是，我努力将这一理念体现在识字教学中。我运用直观形
象的课件，进行识字教学。先通过学生自主识字来培养他们
的自主探究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
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
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习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
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我努力以
上思想运用教学实践中。

1、读书指导具有层次性。教学中我利用自读，读通难读的长
句子，感情朗读来推进教学。而且每次读的要求不一样，层
次也不一样。

2、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中我让学生再读通课文的基础上让
学生默读，画出学生最感动的语句，并思考是什么让你一次
又一次的感动。然后让学生再小组内交流，最后全班交流。
在全班交流的时候，我根据学生的立足之出，指导学生感情
朗读，并让学生在各种读的方式下，总结出如何将课文读得
又感情，如何去体会课文所蕴涵得情感。让学生在感情朗读
得同时习得读书得方法。

我会用汲取本节课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用于以后的课改之路
上。

语文画龙点睛篇二

刚刚毕业，带着满腔热忱，走上工作岗位。那时什么也不懂，
手边的教学参考书和备课手册成了我最好的老师。照着现成
的教案依葫芦画瓢，就这么一节节课上下来了。随着时间的
推移，渐渐地找到了感觉，自己钻研教材，设计教案，在课
堂上居然能挥洒自如。那时候不谈“反思”，也没有人告诉
我怎么反思，一切都跟着感觉走。

随波逐流



那时候，强调语文的工具性。于是考试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
课堂教学只有迎合考试，狠抓基础知识。几年过去了，我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稳健、扎实。学校开始要求写教
后记，只是在每节课的教案后面写几句感想的话。为了完成
学校的检查任务，临检查前我们常常突击加工，跟小学生补
作业似的。我想学校的初衷就是要我们及时反思自己的课堂
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可惜被动反思，并没有什
么效果。

当反思还不能成为内在的需要，不能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
们便被经验绊住了手脚。长期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思考问题的
模式，即“习惯性思维”不知不觉影响并支配着我们的日常
教学。

当新课程出现的时候，它像一缕清风吹皱了一池波澜不惊
的“死水”。新的教学理念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一时间，学习新课标，感受新理念，观摩新课堂成了当下最
热门的话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尊重学生独特的
体验”“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等等新的
观念给语文课堂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新课堂是热闹起来了，
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可是不久我发现，学生变得
浮躁了，考试成绩下降了。我开始困惑，开始思索：语文课
究竟该怎么上？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的我却忽然发现自己不
会上语文课了。这种感受是痛苦的，我开始沉潜下来，学习
并思索。

返朴归真

深刻的反思让我发现，我们一味地追随潮流，抛弃传统，标
新立异其实并没有深入理解新课标的实质。探索新课程的道
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教学，
才能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语文画龙点睛篇三

《大熊猫》是一篇说明文，第一自然段总写大熊猫是一种最
可爱的吸引人的珍奇动物，后三个自然段分别从大熊猫的外
形特征、生活习性两个方面作具体的说明。字里行间渗透着
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一、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教学伊始，我出示大熊猫的图片，
让学生观察大熊猫的外形，以此调动学生的热情，为全文教
学创设良好的“乐学”氛围。

二、以读为本，以读促讲。新课程标准强调：小学各阶段都
要重视朗读。读是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也是感受语言，训
练语感的基本方式。所以，教学时，我运用了齐读、指名读、
小组读等形式，让学生在读书声中感受大熊猫的可爱。

三、引导感悟。教学时，我让学生图文结合，以及板书，生
动再现了大熊猫的可爱的外形，以及它吃竹叶的可爱样子，
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大熊猫是许多珍奇动物中最可爱的一个，
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感悟。

四、注重学生的词语积累的训练和课外知识的拓展延伸。在
教学时，我指导学生运用文中叠词对大熊猫的外形进行填空
式的描述，让学生感受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以此强化学
生的词语积累的运用。同时在课外知识的延伸上：我让学生
收集大熊猫的资料或给大熊猫画一幅画，这样既培养学生收
集资料的能力，又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这节课，不足之处也还很多，如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读
得不够充分，不到位，精读部分能读懂，但感情还不够投入，
这些都待于今后加强指导，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语文画龙点睛篇四

低年级学生正处在学知识长见识的黄金阶段，遇到不懂的事
总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着无穷无尽
的幻想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和想法。我觉得要保护
学生的好奇心，善于“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激发他们的
求知欲，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只要能充分挖掘出这些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他们就会像鸟儿一样展开翅膀，在想
象的天空中无拘无束地翱翔。古诗短短的几行字，里面却蕴
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诗人所传递的情感和意境，学生一定
会有许多好奇!

虽然学生在幼儿园甚至更小已经会念这首《春晓》了，可他
们那小脑门中仍然装着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且，不同的学生
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会敢于用自己的独特思维进行
提问。即使有的问题显得非常天真、幼稚，可这都是他们的
真实想法。学生在问中想象，在想象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
喜欢了学古诗。

同时要让学生在“交流”中理解诗意。修订大纲指出：在教
学过程中，要加强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
主动获取知识，形成能力，要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而
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小，又特别好动，学习注意力易分散，
兴趣不稳定。

我要在进一步的教学中为学生搭建自由舞台，引导学生分小
组讨论，让学生在合作、交流中理解古诗意思。这无疑给将
课堂带来一泓活水，学生们会个个兴致勃勃。他们在交流中
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交流中培养合作精神。并且，学生会发
现学习古诗一点儿也不枯燥，有了兴趣，注意力也会更加集
中。

【2】



这节课，通过《春晓》这首诗的学习，了解汉字演变的过程，
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在认识9 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的
基础上，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古诗，背诵古诗，并
能体会诗人对春天的赞美之情，因此，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许多小朋友在没上学前就能把这
首诗倒背如流了。现在请会背的小朋友试着背一下。背不下
来的认真听一听。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节课的重点放在了朗读古诗，学习生字，课上我充分利用
《春晓》意境悠闲，学生早已耳熟能详，采取配乐读、比赛
读，感情读，组内读、领读、跟读等多种方式，使学生能正
确流利地朗读诗文，并在头脑中形成古诗描绘的画面，达到
流利背诵，在识字中我注意引导学生采用各种方法记忆生字，
本课的形声字较多，因此指导学生根据形声字的特点记忆生
字，并试着给会认的字组词，或说说生活中哪里能用上这些
字，在小组竞赛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对汉字
的探究精神。

语文画龙点睛篇五

《鸟语》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主要讲述了“我”与鸟儿
交谈、倾听并揣摩鸟语的情景，体现了“我”对鸟儿的喜爱
之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1、扣住主线——“朋友”

文中小作者和鸟儿成了朋友，他是怎样喜欢鸟，接近鸟的？
怎样和鸟儿交流的？从鸟儿身上得到什么启发？让学生读课
文，找到“鸟儿的确是我们的好朋友哇！”然后在阅读课文
中找到答案，以“朋友”为主线展开学习。

2、提炼升华。

明确人能与鸟成为朋友是人的勤于研究才与鸟的距离更近。



听取了同事们的建议，再次解读文本，我细化了教学设计：

上课伊始先将收集的百灵、喜鹊、布谷鸟的叫声配以图片一
一放给学生听、看，让学生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
后引出公冶长的故事和文中“我”也想成为通晓鸟语的人。

接着，我引领学生融入小作者的角色，一起进入文本，去和
孩子们共同喜欢的鸟类聊天、对话，其间穿插梳理课文内容的
“句式”训练，同时这一句式也为之后的想象说话打基础。
孩子们沉浸在其中，乐此不疲。

而教学“从终日忙碌的燕子那里，我认识到勤劳的可贵；从
飞行整齐的大雁那里，我懂得了纪律的重要；从搏击风雨的
苍鹰那里，我学到了勇敢、顽强的精神……”一句时，我主
要让学生仿照句式进行仿写。但是，由于时间和铺垫不够，
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所以，第二课时进行读写结合训练时，
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这一句中的终日忙碌、飞行整齐、
搏击风雨去掉行不行？”学生马上异口同声地回答：“不
行”为什么不行？我追问到。学生马上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有的说：“这几个词分别代表了燕子、大雁、苍鹰的特点，
不能去掉。”有的说：“如果前面不出现这几个词，后面我
所认识到和懂得的道理就没有说服力。”还有的说：“正是
因为燕子、大雁、苍鹰具有这些特点，所以我们才会去学习
他们的可贵精神。”那么，小作者还会从那些鸟的身上得到
启示呢？（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会使仿写和想象融为一体，一
举两得）学生的回答丰富而富有创意：“从捉虫能手乌鸦那
里，我知道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
量’。”“从夜里忙碌的猫头鹰那里，我学到了保护庄稼的
重要性。”“从为树治病的啄木鸟那里，我认识到了助人的
快乐。”“从海面的清洁师海鸥那里，我知道了保护环境的
重要。”“从努力起飞的雏鹰那里，我学到了不怕失败的精
神。”“从拼命保护孩子的母鸡那里，我懂得了母爱的伟大。
”“从‘叽叽喳喳’正在练声的百灵那里，我学到了勤学苦
练的精神。“从行动迅速的翠鸟那里，我了解到做事的态度。



”“从善于捉虫的啄木鸟那里，我懂得了‘爱护树木，人人
有责’。”

当我们翻开色彩缤纷、凝结着编者智慧和汗水的教材时，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世界。每一篇课
文都引领着孩子们去认知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了解这
个美好的世界。我们惟有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才能不断地
走进新课程，只有走进孩子，才能放飞孩子想象的翅膀。

语文画龙点睛篇六

三年级是个过渡时期，从低年级到中年级的转变，教学目标
也有了新的变化。如何来上好三年级的语文课，我在教学过
程中有所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有了一点收获。

要想让学生一堂课全神贯注的听讲确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
也很难做到。开始上课的时候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孩子
总不认真的听课，不专心，常开小差，常常半路停下来处理
课堂纪律问题。反省后觉得是自我纪律没抓好。之后看了一
位教师的《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才有所感悟。
这位教师在里面写到“在我们班上课，孩子想开小差都
难！”这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让孩子必须愿意听自我的课。
我开始反思课堂纪律不单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也是教师的
问题。我开始注重提高课堂本身的趣味性，更加用心的去好
好的备课。你的课有活力，同学们就容易被你的活力所带动；
你的课有意思，同学们才乐意全身心的步入你的课堂，乐于
学习。所以要用心备课、认真备课，不备好课，不进课堂。

在新课程中，教师的变化最大，教师将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
者和管理者，更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学生的学习
方式从传统的理解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要让学生学会学习
必须要让学生先学会预习。语文预习简单而实用，编首打油
诗，仅有二十字：读思存疑问，课前十分钟。用心能坚持，
等同半天功。具体分析有：



（一）细读。课前认真阅读每一篇文章，读准字音，读清字
形，读明字义，读对节奏，读懂情感，读出诗文的音乐
美。“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是学习语文的基础。

（二）深思。预习中边读边思，读后深思，由表及里，理清
文章的层次，总结文章的资料，鉴赏文章的技法，思考文章
的哲理和蕴含的情感。

（三）疑问。学生在预习中发现了课文里的问题，提前在心
中存留疑问，然后在课堂上有心听讲，有的放矢，就能解决
预习时发现的问题。如此这般，容易和教师互动交流，就能
够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习也是如此。预习的好处很
多：能够强化听课的针对性，以便抓住重点和难点，提高听
课效率；能够提高课堂笔记水平。当学生学会如何预习时，
那么他们的自主学习本事也将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