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教师一月教学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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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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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语文教师一月教学反思篇一

刚到六年级教学，一切都是那么的不适应，教学进度赶不上，
教学质量上不去。每一次考试都是不梦想，打开考卷仔细分
析，我发现自我的教学漏洞，不是这儿没教到就是那儿学过，
到底应当怎样教学呢?我一片茫然。一日，偶然看到《小学语
文教师》中的一篇《宽基语文：打开语文学习的广阔天地》
一文，让我豁然开朗。

书中说：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宽厚的
文化根基，然而，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从目标到资料到形式
都存在着过于封闭、过于狭窄，过于单一的弊端，学生的语
文根基难以拓宽，人文素养的构成缺少有力的支撑。

所谓“宽基语文”，从语文教学目标来说，就是把语文的工
具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不但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本
事，并且着眼于奠定学生的人文根基，从学习资料上说，就
是以语文教材为依托，打通教材学习与课外阅读的篱笆，让
学生语言学习的资料与大文化，大经典相融合，从形式上说，
就是从课堂出发，打通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篱笆，让学生的`语
文学习生活化，活动化。

据此，在教学第四课时《古诗二首》时，我没有停留在释诗
题，知作者，明诗意，悟诗情上，而是进行了很多的拓展，
让学生明白作者的其它诗句，明白什么是边塞诗，什么是边
塞诗人，有那些边塞诗人，他们有那些作品。一连串的问题，



让学生大开眼界，又调动了学生的进取性，并且在考试中又
得到了实惠。这就是平宽基语文的妙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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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课例分析和教学视频后，对新课程教学理论有了更深的
理解和感悟。结合这次培训我讲授了《各具特色的民居》一
课，回顾这堂课的教学，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一、忽视了对朗读内容的设置和指导。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在教学前，我只是对本
课的大纲进行了认真地研读，看到教学目标中没有朗读指导
的要求，而本课又是一篇阅读性的说明文，因此我让学生读
得不够充分。

因此在备课中，在我指导学习完客家民居后，我把大量的时
间留给学生尝试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并进行课外拓展——
请学生当导游解说资料袋中四种民居的特点。虽然学生的课
外知识得到了拓展，但语文课的味道淡了，更像是一节综合
实践课。如果让我对教案的内容进行改进，我一定会在指导
学习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段中
的“它们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分土
楼有两三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
的魅力。”相信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
为深刻的印象。

二、对教材研究不深入。

本课的说明方法很多，也是本课学习的重点。本课的第二部
分——傣家竹楼，我是让采用自学的方式进行，在学生汇报
交流时，有生说，“全寨子的人蜂拥而至，喜气洋洋，像过
节一般热闹。”这句话采用了打比方的。方式，由于课前对



此进行预设，紧张之余就说成是把全寨子的人喜气洋洋的样
子比作成过节的热闹气氛，给学生造成了误导，其实能体现
打比方是“蜂拥而至”四个字。

纵观本堂课的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备课要注重实质，深钻
进去，不能只把侧重点放到了形式的研究上。相信有了不断
的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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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实施以来已经过了几个年头了，我在小学语文的教学
与反思的过程中，真切地看到了自己成长的轨迹，真切地感
受到了一颗颗充满活力的教学弄潮儿，一个个充满生命张力
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民主衣袂飘飘，楚楚动人，自主合作
探究，情感、态度、价值观款款地向我们起来。我们的一批
老师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待新课标，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开始
用批评与反思赋予铜陵教研以新的生机，构建教学真的精彩。

新课标要给小学的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

记得在新课程改革开始的一次调查中，有位家长这样
说：“新课程改革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它却关系着千千
万万个孩子一生的命运!”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给孩子一
个什么样的教育，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通过研究新课标的教学理念和反思多年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
我总结了以下四个“语文课堂”，与各位语文教师共同探讨。

一给小学生一个“对话的课堂”

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学生只是可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去
“对话”。我们要还给学生一个“对话”的课堂，实现“文
本对话”、“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



二给小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1、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
或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
创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激趣”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
乐”。

2、展现给小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
点就在于“情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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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
情的我”，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3、小学语文教学活动中要注重“溶情”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教学当中的“情”
犹如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
师的点拨下进入课文佳境。

三给小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