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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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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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一)给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1、一个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觉得极富。

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情感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
能让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情感的我”，
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燃烧的岁月”!

2、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坐井观天》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寓言。它以短小、简单、浅
显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小鸟从天上飞来，说天很
大；青蛙坐在井底，说天很小。它们由于站的角度不一样，
对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

课堂上，我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教学：

一、充分朗读，读中质疑

二、以疑引读，思后释疑



学生对自己提出的疑问，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迫不及待
地想得到答案。教师可以充分把握这一契机，让学生带着问
题，从自己的角度，有重点、有难点、有目的地去读课文。
在读的过程中，教师可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释疑，点燃思
维火花，促使学生“多思”“苦思”。

从直观、形象的图画让学生理解“井沿”即井口的边，并让
学生张贴小鸟和青蛙各在井的什么位置；让学生联系生活实
际，理解“大话”就是“吹牛”“不实在的话”；联系句子
和上下文，通过读，找小鸟说的话：“飞了一百多里，口渴
了，下来找点水喝。”理解“无边无际”就是“非常大，大
得没有边际”，并扩展思维，除了天无边无际，哪些事物也
能说无边无际学生就会说出很多答案：沙漠、宇宙、大地、
草原……再因势利导，指导学生有感情地读出小鸟赞叹天
很“大”的语气。

学生通过质疑引读，在思考后自己解开了心中的疑问，思维
得到了较好的锻炼。

三、读后悟理，角色体验

我设计了这样的环节：“同学们，青蛙说天只有井口大，小
鸟说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它们争论的很激烈吧？我们怎样
才能读好？我们分角色朗读，想想怎样读才读得好？”孩子
们纷纷进行分角色朗读练习，态度积极认真，有的为了读好
角色，练习读了好几次，课堂气氛活跃热烈。在本环节教学
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教学中应尊重孩子阅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三十个孩子就有
三十只青蛙，三十只小鸟。他们可以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
感受，他们的朗读就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理解、体会和感受。

寓言故事的教学，到最后引导学生通过认识和感受故事中的
生动形象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成语的意思。我在教学寓意这
一部分时，是利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切合学生生活实际来



引入的，而不是纯粹的说教。“如果有人说你是坐井观天，
你明白他在说你什么吗？你想对坐井观天的人说些什么？”
或者让学生出点子帮助小青蛙：“你们愿意像小青蛙一样什
么都不知道吗？你们能出出点子让小青蛙也能像小鸟一样见
多识广吗？”这样就更能从学生的角度悟出寓言中的道理了，
并能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过程与
方法的训练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自从学校安排赛课我的心就不再平静了。每天都在想确定什
么课题，该怎么讲，准备什么课件，好像是一个负担似的，
一有空闲，心就在想，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总是定不下来
该怎么讲，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时间一天天迫近，临近三
天了，最终定了下来了讲课的程序，接着就背课堂程序，做
到了暂时的心中有数。

赛课终于结束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浑身感到由衷地轻
松和踏实，回想所讲的课，我有所感触：

一、要想上好一节课，教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教师准备
充分，不仅仅是课堂程序、课件上的充分准备，更重要的是
思想上的准备充分，思想上要考虑到课堂上可能出现的这样
那样的问题，这提前都要考虑好，要预设到。否则的话，课
堂上就会出现冷场现象，造成课堂程序衔接不紧凑。从整节
课来看，总的来说，还算比较满意，各环节安排得还比较合
理，只是个别环节过渡得不够自然、流畅。

二、教师要注意组织好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积极性。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了，对教师来说，讲起课来就
比较得心应手了，就会使绝大多数学生投入到学习中去,课堂
学习气氛就会浓厚，那么课堂效果自然也就提高了。我觉得
这节课，学生们配合得比较好，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比较
高，课堂气氛活泼而不失严肃，绝大多数的学生都积极举手



发言了。但个别学生可能没关注到，今后，要注意尽量关注
到每一个学生。

三、教师要克服紧张的心理。每每一听到有人听课，心理难
免就会觉得心慌，紧张。我觉得我是个典型的个例。我也认
识到了我自己的缺陷，但是总也走不出这个误区，缺乏充分
的自信和勇气，不敢展现自我。其实，每天给学生们上课，
有什么可害怕的呀！

四、表扬学生要及时准确到位。在课堂教学中，对于表现好
的学生，教师要不失时机得对学生做出准确及时的表扬，学
生的积极性就会更高，课堂效果自然也就会好。教师千万不
要吝啬表扬表扬学生。

五、存在不足。1、在整个课堂环节中，有个别环节过渡不够
自然、流畅。2、有些语言表达欠准确。3、还有一些紧张的`
心理。

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到扬长避短，争取使自己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猴子种树》是小学语文s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轻松活泼、生
动有趣的童话，通过猴子与乌鸦的对话、与麻雀的对话、与
杜鹃的对话来形象地叙述了小猴子满怀激情种树却一棵树也
没种成的过程，形象地展现了猴子的急躁、缺乏耐心，以此
让学生懂得做事情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地
做好每一件事，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在这两节课里面，我认为好的地方有：

1、大部分学生对本课的字词都掌握得不错。



2、学生慢慢开始知道怎样把反问句的语气读出来了。

3、学生在人物对话的朗读方面有一定的进步。

4、学生能够说出猴子种不成树的原因。

然而，这两节课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我在上课时说的废话太多，浪费时间。

2、我对课堂气氛控制得不好，有时候学生回答问题答偏了不
能及时把学生的思维拉回来。

3、由于这次上课我提前跟学生说了要把上课过程拍下来，学
生在上课的时候比较紧张，不敢大方回答问题，害怕会出丑。

4、我对上课各个环节的时间分配不当，重点部分没有剖析得
透彻。

5、在角色扮演环节指导得不够好，没有让学生把人物的心情
表现出来。

通过这两节课，我觉得以后应该注意的事项有：

1、在备课的.时候尽量备得详细一点，把哪个环节应该说什
么话、提什么问题都准备得详细一点，而且有必要把哪一个
细节花多少时间都应该在备课的时候写出来，上课的时候也
要注意看时间，尽量把时间控制好。

2、说话要有重点，不要说太多废话。

3、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应该结合教材和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
由浅入深一步步引导，并且应该加强问题之间的联系。

4、课后应该问下学生对这节课的感觉，私下调查下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情况并问问学生希望我怎样上课。

5、应该向其他老师请教怎样控制课堂气氛。

种树人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比较简单，所以我采用了第一课
时解决基础知识，第二课时赏析课文内容，第三课时学习转
化论据。

这个学期也是学案教学。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有针对性，可以
帮助学生快速地了解所学，课堂效果也相对高一些。不过，
因为经验不足，每次用学案上课时，我总是不能很好地将学
案和讲课结合起来。为了能够自如运用学案教学，我每次在
学案之外，还做了以学案为主的详细教案。用教案教学，虽
然与学案教学的初衷相离，但是因为也是以学案为主，教学
过程倒也比以前顺利多了。看来，新老师还是要反复备课的
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