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模板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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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在今天的语文课上，我在七年级一班上的《再塑生命的人》
这一课，课堂上，我提问了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况，结果让
我很是吃惊，有些学生竟然没有写对几个。对此，我进行了
深深地思考，学生已经预习过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没有认真预习。因为，只要态度
认真，字词是都会学好的。

如何让学生认真起来呢？首先要严格要求；再就是及时检查；
还要加上对检查的结果采取措施。否则，时间长了，学生就
不在乎了。

今天，在课堂上进行的小组合作学习，真的让人感到糟糕极
了。即使是搞形式也做不到，组长也没有起到组织作用，结
果也没有讨论出来什么问题。对此，也是由于在平时老师的
要求不够，同时也没有训练好。所以，要想搞好小组合作学
习，让小组合作学习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就必须在平时认真
对待，让小组合作学习落到实处。

学生是很脆弱的，作为班主任，在处理学生问题上，必须讲
究方法。切勿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本文是美国教育家，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的作品。这篇课文，
既表现了一位富有爱心的老师莎莉文高超的教育艺术，同时



也展示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求。学习这篇课文，我们
在向莎莉文老师投去敬佩目光的同时，也为这位聋哑女孩好
学敏思、坚忍不拔、热爱生活的精神品格所感动。同时文章
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

在整体感知阶段，让学生从整体进入，抓住主要内容。研读
部分，教师要求学生“我喜欢---------这句话，写出了----
--体现了----------的性格。”形式来研读课文，这样做，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课文内容中得出
结论，而不是先告诉结论再去找课文内容。以小组讨论，真
正体现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学生为主体。并从课文内容中
悟出了教师对“我”无微不至的爱和“我”对老师无比敬爱
和感激之情，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了人文的教育。课堂教学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共同参与。

引导学生体会“爱”的这一部分完成了本课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的`教育目标。整个教学过程都把学生放在突出的地位，
使学生的自主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个性得到了张扬，提
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

此外，沙老师的教学语言始终充满激情，举手投足及眼神饱
含情感，对孩子充满爱心，都是我今后教学工作中要努力学
习和实践的榜样。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再塑生命》这篇课文写莎莉文老师对“我”启示世间真理，
给“我”深沉的爱，同时也展示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
求。

上课前，我利用三月的早晨充满生机，校园里小树发出鲜嫩
的绿芽、桃花粉嫩惹人，这样的美景我们看到是多么自然、
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而我们要去认识一位聋哑盲女孩，对她
来说能生存下来已需要足够的勇气，但要有所成就，那简直



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走进这个奇迹，走进海伦凯勒的心灵世
界。海伦说：“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光明，
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当成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
我的幸福。”是谁让海伦凯勒走出痛苦的深渊？莎莉文无私
的爱重塑了海伦凯勒的生命。而再塑后海伦的生命如歌，所
延续传承的.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爱的故事。

在我的感召力下，大家富有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说出了全文
三小节的主要内容。在品味语言环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找
出了自己最喜欢或最感动的句子进行交流，同时被海伦凯勒
的坚毅、顽强所打动，许多同学在畅谈感受时表示要以海伦
凯勒为榜样，勇敢地面对挫折，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这样战
胜厄运的人不仅仅只有海伦凯勒，于是，我鼓励学生寻找更
多的“海伦凯勒”。像她一样身残志坚的人士。在这个环节
中，同学们说出了霍金、贝多芬、史铁生、保尔、张海迪等
等令人崇敬的人士。我趁热打铁，让学生更多的关注身边的
人，或许这些人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令世界动容。

同时，这篇文章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很值得我们好好
品读，我让同学们反复朗读那些描写景色的句子；第三节中
什么是爱的那些感悟的句子。

在这堂课上，教师良好的情感引发了学生积极的情感反映，
学生主动学习，课堂上营造了情感交融的氛围，大家上课积
极发言，朗读也充满感情。

唯一不足，在时间把握上，还是过于纠结在细节上，没有从
大点上让学生能迅速进入下一个环节。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再塑生命》这部感动了亿万读者的经典篇目，带给我们心
灵深处的震撼是那样的.经久不息，挥之不去。在讲授《再塑



生命》一文时，我尤其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充分发挥“文
以载道”的作用，渗透人性的教育和人文意识，提升学生对
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一、走进文本，渗透生命的意识

语文课文中，很多作者尽管饱受各种挫折打击，有的还身患
残疾，但都能勇敢的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豁达、超脱、乐
观、勇敢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如；苏
轼、李白等等。学习《再塑生命》，要求同学们提前搜集海
伦凯勒的资料，在了解作者的同时，可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从而激发学生向海伦凯勒学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二、解读文本，领悟生命的真谛

语文课程与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教育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课堂上，我让学生深入的研读课
文，分析莎莉文老师“教的艺术”。想一想，这是一个怎样
的老师？并分析文章关键语句，体会海伦凯勒“学的感受”。
想一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学生在惊叹那位引领海伦凯
勒走向光明、为她“再塑生命”的莎莉文老师的奉献精神的
时候，也完全被海伦凯勒的惊人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折服。
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完全感染了学生们。

三、情景体验，触及生命的灵魂

真正的生命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传授技能的教育，而应
该是触及心灵的教育，是感染灵魂的教育。在本课中，我让
学生在一种假设的情况之下，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以及明白
自己最想珍惜的是什么。“假如你只有三天光明，你将如何
度过那宝贵的三日？”在这个情景问题的设置下，学生们把
自己目前最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表达了出来。让我很受
感动。虽然问题设置的有些残忍，但是恰恰这样，才让人倍
感珍惜有拥有的一切。



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引导学生关注和尊重生命，丰富
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我们教师的责任。文中的莎莉文老师，是我的偶像，因
为她对海伦凯勒付出的耐心、爱心以及富有教育的艺术，都
是我在工作中应该学习的地方。反思我们的教学，更应该在
课堂上引导学生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让每一个学生的生命
都更加的美丽。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阅读讲授海伦凯勒《再塑生命》一文，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
震撼和洗礼。何谓经师？韩愈之谓也：传道、授业与解惑；
何谓人师？冯友兰之谓也：人使人成人。安妮莎莉文做到了。
因为她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新课程理论的精髓。

doll（娃娃玩具），这无疑会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热望，因为一
个哲人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其次，安妮老师教海伦爱与感恩。爱与感恩是一种过程，是
一棵树摇地另一个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呼唤
另一个灵魂。安妮用形象比喻：雨水对花与大地的滋润来给
海伦诠释这个概念，太准确了，太生动了。

安妮老师的这种教育方法与理念是我追求的目标，这堂课，
我也试图实践这种方法，但由于我个人的能力有限，还有美
中不足，还很差强人意。

首先，深入挖掘教材方面，对安妮教会海伦去认识大自然，
感受大自然，点拨不到位。而且安妮教会海伦的爱的深义还
没有完全给学生彰显出来。

其次，文章里面的疑问没有落实。如海伦是盲、聋、哑儿童，
可文中不只一次出现看与听的字眼，学生虽没有提出来，然



而我觉得那是老师启发不到。

最后，我觉得我读书不够，尤其是教育理论的书籍，以后应
在这一方面加强，为自己增加内功。比如这次赛课，因为要
备课，才读了《安妮莎莉文的教育手记》，让我受益匪浅。
如果我以前有过读这书的积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匆忙。

安妮莎莉文是一个让我这个老师自豪与惭愧的名字，她的名
字值得我永记，以对我给予必要的提醒。我将以她为榜样，
来提升自己，由经师向人师迈进。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六

真不敢相信，人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人。海伦凯勒出生19
个月就因为疾病而成为盲聋哑残疾人，她在莎莉文老师“爱
的教育”之下，学会了读书写字，甚至还学会了说话。20岁
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哑人。不仅如此，她还成为
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致力于救助残疾人的事业，建立
了许多慈善机构，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更让人不敢相信
的是，竟然有如此耐心的老师——莎莉文老师。在没有任何
经验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实践摸索，极大的开启了海伦
凯勒的心智，并帮助她走向成功。收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
戴。奇迹，在师爱和奋斗中创造着。

《再塑生命》这篇课文写莎莉文老师对“我”启示世间真理，
给“我”深沉的爱，同时也展示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
求。

上课前，我利用三月的早晨充满生机，校园里小树发出鲜嫩
的绿芽、桃花粉嫩惹人，这样的美景我们看到是多么自然、
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而我们要去认识一位聋哑盲女孩，对她
来说能生存下来已需要足够的勇气，但要有所成就，那简直
是一个奇迹。让我们走进这个奇迹，走进海伦凯勒的心灵世



界。海伦说：“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光明，
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当成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
我的幸福。”是谁让海伦凯勒走出痛苦的深渊？莎莉文无私
的爱重塑了海伦凯勒的生命。而再塑后海伦的生命如歌，所
延续传承的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爱的故事。

在我的感召力下，大家富有感情地朗读了课文，说出了全文
三小节的主要内容。在品味语言环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找
出了自己最喜欢或最感动的句子进行交流，同时被海伦凯勒
的坚毅、顽强所打动，许多同学在畅谈感受时表示要以海伦
凯勒为榜样，勇敢地面对挫折，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这样战
胜厄运的人不仅仅只有海伦凯勒，于是，我鼓励学生寻找更
多的“海伦凯勒”。像她一样身残志坚的人士。在这个环节
中，同学们说出了霍金、贝多芬、史铁生、保尔、张海迪等
等令人崇敬的人士。我趁热打铁，让学生更多的关注身边的
人，或许这些人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令世界动容。

同时，这篇文章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很值得我们好好
品读，我让同学们反复朗读那些描写景色的句子；第三节中
什么是爱的那些感悟的句子。

在这堂课上，教师良好的情感引发了学生积极的情感反映，
学生主动学习，课堂上营造了情感交融的氛围，大家上课积
极发言，朗读也充满感情。

唯一不足，在时间把握上，还是过于纠结在细节上，没有从
大点上让学生能迅速进入下一个环节。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七

上网浏览了几篇本节课的教学设计，避免另一个班级重重蹈
覆辙。读着别人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的同时，我开始反思今
天这节课的失败之处：缺少教师的情感投入，缺少宽松、民



主的教学环境，又怎能激发学生用心去学习，去感悟，从而
走进课文，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又怎能被作者的坚韧顽强
的精神所感动？我马上重新备课，修改课件。

下午第一节课我胸有成竹地走进另一个班级。课前，我让学
生两人一组做了“盲人猜字”的游戏，在总结猜中人数寥寥
无几的情况下，我因势利导转入主题：一个健康的`人暂时失
去视觉来认识一个汉字都这样困难，更何况一个聋哑盲女孩
来认识整个世界。对她来说能生存下来已需要足够的勇气，
但要有所成就，那简直是一个奇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
个奇迹，走进海伦凯勒的心灵世界。在我的感召力下，大家
富有感情地朗读了课文，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全班同学共
同解决。接着我便提出自己的疑惑要求学生帮忙解决，他们
四人小组合作、探究，忙得不易乐乎。在品味语言环节，几
乎所有的学生都找出了自己最喜欢或最感动的句子进行交流，
同时被海伦凯勒的坚毅、顽强所打动，许多同学在畅谈感受
时表示要以海伦凯勒为榜样，勇敢地面对挫折，成就一番事
业。

从两节课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教师的良好情感能引发学生积
极的情感反映，要使学生主动学习，教师就要善于营造情感
交融的良好氛围，把更多的情和爱注入平日的教育教学此文
转自，这样，学生才能带着信心和勇气主动地投入自主性的
学习活动。另外，也让我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一句话：
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需要，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发
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学生的心灵深处这种需要更强烈。

本文是美国教育家，盲聋哑作家海伦的文章．课文，既表现
了一位富有爱心的老师莎莉文高超的教育艺术，同时也展示
了一个盲聋哑女孩的精神追求。学习这篇课文，我们在向莎
莉文老师投去敬佩目光的同时，也为这位聋哑女孩好学敏思、
坚韧不拔、热爱生活的精神品格所感动。同时文章文笔优美，
充满诗情画意。



再塑生命课文教学反思篇八

终于，需要我进行的公开课的已经结束一周了。说真的.，这
次课堂我准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思考小组合作学习这一
模式却是很久的事情了。

自从我们学校引进了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以后，我们都在
摸摸索索的前进。上个学期，上了一节所谓的“立标课”，
当时正赶上一篇自读课文，加上对于这一模式的狭隘理解，
我巧妙的设计了一节“自学能力比赛”，一个小组一个小组
的展示对于这节课的学习情况，教师根据规则，选出最优秀
的小组。虽然当时得到了全组老师和领导的好评，我心里很
短时间的得意了一把。后来，语文组员的达标课开始了。一
节一节，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文章，统统来了个小组轮流展示，
简直是我那节课的“翻版”，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仿
佛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面面最真是的镜子，清楚的映照出了我
目前对于这一模式理解之粗浅，运用之拙劣。

整个寒假，我的思绪都在抵制“模式化教学”，仿佛自己带
着大家走了“远路”，羞赧自责的不得了。新学期开始，领
导又让我上一节“立标课”，我有些不知所措。感觉自己的
思想还徘徊在教改的边缘，很难拿出一节标准的样板课。我
彻头彻脑的考虑了好几个时日，最后决定让语文课堂回归自
然，不要这样追求形式上的相似。于是我淡化了小组整体展
示的环节，把小组约束力变为一种内在，以个体展示的形式
来为小组荣誉而战。

我简单的做了一个学案设计：（粗略记录如下）

1、解读文章，评点人物，理解题目的含义。

2、了解海伦·凯勒的人生经历，感悟文章主题，得到启示。

重难点：重点是结合文章相关语句，对安妮老师的教育方式



和海伦·凯勒的精神品质做出评论。难点是对课文题目含义
的理解。

（一）资料搜集。（提示：查找关于作者及安妮·莎莉文的
资料，进行筛选记录，上课时进行交流。

海伦·凯勒：

安妮·莎莉文：

（二）字词整理。（提示：结合‘读一读写一写’注音，并
查出词语的意思，或补充重点词语，补充到课本上。并在下
列空白处认真抄写词语一遍。）

（三）内容初探。（提示：有些同学静静的读课文，自己概
括、旁批，锻炼自己的学习能力，有的同学课文也不读，直
接找到资料书，照搬过来。你愿意做哪个？我相信每个同学
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一两句话概括文章内容。

2、评点人物，在文中找到“支撑句”，勾画并做出旁批。

当你读完本文，静静沉思，你觉得海伦是个怎样的形象？可
以结合文章语言来谈。

1、为什么海伦称莎莉文老师为“再塑生命”的人？

2、爱是什么？相信你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精读25—39小节，勾画出几个什么是爱的句子，理解含义。

3、结合文章和自己的情感体验，完成仿句。

爱是什么？爱是一缕缕花香，播撒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说说你读这篇文章的收获：

布置作业：（第二课时导学）

略

很显然，从学生的反应来看，这个立标课比上个要扎实的多。
不再追求形式上的相似，重在挖掘“魂”的相似。由课前作
业检查的量化，到课堂上一个接一个的抢答，竞争与谦让同
在。（寒假后，我重在训练了学生的这一回答问题的方式，
就是针对某一问题请一个同学打头，其他的可以评点上一个
的回答，也可以接着说自己的观点，不用喊名字，学生非常
有秩序的站立回答，使得问题探讨过程和谐而紧凑。或许是
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学生特别投入，积极主动，最后谈这
节课的收获将课堂推向了高潮。课后，各位同仁都很真诚的
认可了这样的课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我们语文组
个个都是虎将，从他们评课就可以看出来，个个是行家里手。
如金玉的评课显示出了她教学的高超。（这家伙教材处理起
来特轻松巧妙，我很羡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