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教学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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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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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教学反思篇一

曾听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其实随着时间、
地点、环境的不同，一个读者也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任教六
年级语文我不是第一次，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有新的收获。
就这两天的教学经历浅谈以下两点：

一直以为高段的语文对于生字、新词的教学总不是什么大问
题，所以对此我一直不怎么在课堂内作强调，总让学生在预
习时自己解决。但从上学期的情况看，听写的效果并不十分
理想，所以这学期我对生字、新词的教学作了一些调整。在上
《沿着红军走过的路》这一课时，我在第一课时花了近5分钟
给学生对生字、新词稍作教学，让学生对这些生字、新词有
初步了解。随着教学进程的深入，学生的'记忆理解也更深一
步，最后我在家作时让学生抄2遍词语以作巩固，结果待到听
写时，全班居然满堂贯，个个是优，看来对生字新词的教学
采取这三步曲是正确而有效的，也是不可少的。

文章的主线好比是一张网的纲，抓住了纲就能把整张网拉起
来，问题是这个纲较难把握，在执教《沿着红军走过的路》
这一课时，在备课中我充分准备，抓出题目就是文章的主线，
于是我让学生抓住这个主线展开。理解了这条主线表面和深
层的意思也就学懂了文章，抓住了中心：儿童团是沿着红军
走过的路径追赶红军大部队的，在追赶的过程中他们更是发
扬了红军那种不怕困难、勇于前进、积极乐观的精神。这种



教学是事半功倍的。

走进教学反思篇二

相对于学生以前学过的文言文来说，《陈涉世家》文章实在
是太长了。

对于学生读《史记》的调查结果也比较令我满意，有很多学
生都能认真的去读这本书，对于本课所涉及到的历史故事同
学们了解的还真不少，这样，同学们在处理完生僻字以后就
可以大概疏通文章的大意了，在第一课时里面，我觉得比自
己的预期要好很多，这也说明学校要求同学们多读书是有很
大的好处，同时也说明了要充分相信学生，他们的知识储备
量真的也挺多。

走进教学反思篇三

总之，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无法想象那些红小鬼的经历，
无法走进他们的心理，经历他们的恐惧、饥饿。因为他们生
活在幸福的现代社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有着长辈的宠
爱，成天只想着怎样玩好、吃好。只把他当作一种笑话来谈。
我只好推荐他们去看相关的电视节目《长征》、读长征中的
感人故事，以后在进行交流，只要看得多了，才能更好的了
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他们的精神。

走进教学反思篇四

大部分学生都能读文思考回答这些问题，但让我感到棘手的
是，同学们无法与红小鬼进行心灵交流，同学们无法体会到
红小鬼经受的磨难，同学们的体会仅仅停留在表面，回答的
都是套话、空话。如在教学红小鬼夜宿神庙住宿这一环节时，
为了让学生体会他们的害怕之情，我创设了一个情境,让学生
想象：假如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刮着着冷风，面对一座座
龇牙咧嘴的神像，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没想到他们却异常兴



奋，故意作出怪叫，让我很无奈。如有的学生觉得很刺激，
有的学生觉得有月光照着，根本不用害怕，有的说他们有十
三个人，相互讲故事、说话，就不会害怕了……总之，对现
在的孩子来说，他们无法想象那些红小鬼的经历，无法走进
他们的心理，经历他们的恐惧、饥饿。因为他们生活在幸福
的现代社会，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有着长辈的宠爱，成天
只想着怎样玩好、吃好。只把他当作一种笑话来谈。我只好
推荐他们去看相关的`电视节目《长征》、读长征中的感人故
事，以后在进行交流，只要看得多了，才能更好的了解那个
时代的人和他们的精神。

《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教后记

课文最后自然段有这样一段话：“就这样，他们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机警地躲过了野兽的袭击，顽强地战胜了病痛的
折磨……”，我启发学生：“儿童团员在追赶红军大部队的
路上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你能不能通过想象，把他们遇
到的一次困难写具体？”学生的作品题材多样：有的写儿童
团员们遇到了一只熊，他们在年龄大一点的儿童团员的指挥
下，装死躲过了危险；有的写最小的儿童团员生病了，别的
儿童团员精心照顾，伙伴们到处找草药，终于把他的病治好
了；有的写他们没有吃的，就共想对策、钓鱼、打猎、找野
药，克服困难。虽然只有一个问题，却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把空间和时间留给学生，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欲
望，推动他们去独立思考。更好地体会了了儿童团员们英勇、
顽强，有志气、有毅力，不怕困难的精神。

走进教学反思篇五

高三语文教学也需要在实践中思考，思考中总结，总结后提
升。连续几个月的高三语文教学体味了艰辛，也收获了快乐，
但更多的是感悟。

1、回归教材



高三复习除了题海式强化训练，还应充分开发利用课本。实
践证明，回归教材是提升高考分数的有效途径，“以本为
本”是高考复习的有效策略。

平常考试，我们常说“万变不离其宗”，还说“题在书外，
答案在书内”。这话适用于高考，也适用于当今极具灵活性
和时代性的高考语文。我们手中的复习材料尽管是精心挑选
的，但其宽度与深度都不及教材。一是其涉及面不会比教材
更全面，二是其深浅度的把握上不比教材更适中。所以对那
些掌握教材不是非常透切的学生而言，教材应该是最好的复
习资料。现今的高考命题坚持以教材为依据，所以学生要想
考出好成绩，在高三的复习中仍不可脱离教材。下面以写作
为例谈回归教材的重要性。

在写作中，许多学生总是因素材太少太肤浅，从而导致“言
之无物”。所以高三阶段，教师和学生依然会在积累写作素
材上下大功夫，通过网络，通过报刊，通过各个途径积累方
方面面的素材。殊不知，我们的教材就是一个巨大的材料宝
藏，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有意识地去开掘罢了。
历年的高考话题都没有在教材中出现过，但是，均可以从教
材中找到直接、间接的写作材料，找到分析问题的方法，获
得有益的借鉴或启示。20xx年高考话题“感情的亲疏与事物的
认知关系”这一话题在《邹忌讽齐王纳谏》里就能找到素材
获得启示。同时，历年高考的优秀作文相当一部分是得益
于“活”读“活”用教材的，又如“相信自己与听从别
人””这一话题在《游褒禅山记》里也能找到素材获得启示。
还有大家熟悉的《孔雀东南飞》一文，曾在多年的高考优秀
作文中被采用被演绎。仅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教材是一座富矿，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如果能灵活运用好课
文中的素材，既能解决写作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题，
又能增加文章的文学内涵及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2、感悟生活



当今高考，语文是最贴近现实，最接近生活的一门学科。所
以我们的高三复习要让学生懂得感悟生活，学会感悟生活。

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学会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可以使写作有
源头活水，可以使鉴赏能力有所提高。无论古典诗词还是现
代散文小说，都是艺术创作。艺术首先是来源于生活的。只
有让我们的学生全面而深入地感悟生活，才能提高他们鉴赏
艺术作品的能力。语文的外延是生活，高考语文试题也不是
关起门来造车。贴近生活，关注生活，以人为本是语文高考
命题的大方向。所以我们不要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否则我们的学生将又低能又低分，即便高分也将
低能，我们教师的努力就付之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