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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一

《享受心安理得》是一篇人文性很强的文章，我拿到文章后
读了一遍就被深深地感动了。整篇课文教学以文章结尾处一
句中心句“当你能做到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时，就自然可以
毫无愧色地享受他人给你带来的好处，享受心安理得。”为
主线将三件事一一串连。

根据小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小学语文高年级阅读教学应注重
培养学生阅读理解、阅读概括的能力。阅读理解要重在引导
学生抓住关键词语和句子，联系前后文或课文的相关内容读
懂词句的含义，领悟文章的中心，并能在教师的引导下了解
文章内容的内在联系。

学习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我利用老师讲故事，学生听了故事
后的谈感受的形式，得出板书“付出 得到 心安理得”，引
导学生理解“在这中间，付出或得到的双方都显得那样心安
理得。”在这个基础上，我请学生自己读课文，找一找第二、
三个故事哪些地方最令你感动？并抓住有关词句说说感动的
理由。第二件事中学生从“醒目”“查看食品保质期”“分
别用塑料袋包扎好”看出前房客是个十分认真的人，这些地
方让人十分感动。再让学生紧扣“遗憾”一词，思考“作者
遗憾什么？怎么弥补这个遗憾的？”通过思考，学对前房客
的举动更感动，对作者的“弥补遗憾”产生了共鸣，由进一
步理解了“心安理得”。第三件事中学生从“特意”“很显
然”“很自然”等词语感到十分感动，作者的心里也是“好



一阵感动”，因此作者也把雨衣留在让人休息的`小木屋里，
留给后来的游客使用。教完三件事，学生就回到中心句进行
朗读，由于三件事是层层推进的，学完后学生对文章中心的
理解也就更深刻了。学完文章的内容后，我又引导学生联系
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受。使学生的感情得到进一
步的升华。

在本次上课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有许多感触：

在备课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上这样一篇人文性很强
的文章。在短短的一节课时间里，让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到怎
样的一个程度才算成功。是让学生理解语言文字为主，还是
理解人文性为主，我感到比较困惑。如果只抓住文本理解语
言文字，可能学生对文章的内容会比较熟悉，但对文章中心
的理解，对人文性的理解就会不够到位。但是从人文性入手，
又怕变成了一堂思想品德课。权衡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以
理解人文性为主，抓住文章的中心句理解文章。

本课有些不足，比如，在概括故事内容的时候，五年级的学
生概括能力还不够强，在试教的时候，我发现学生说不清楚，
于是就选择了把故事的主要内容给学生，上完后，评委宋浩
然老师提出，给，可以，但是最好以填空的形式，这样对学
生的概括能力也是一个训练。如：

学生公寓内，前房客搬走时将一些剩余的食品分门别类包扎
好放进冰箱留给下一位房客，并留言提醒后来者注意食品日
期。作者也把还有用的东西留给后面的房客使用。

就可以改成：

学生公寓内，前房客搬走时将（ ）留给下一位房客，并留言
提醒后来者（ ）。作者也把（ ）。

这样就好多了。



总之，通过这样的一堂课，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整个教学活
动过程中也有收获，对今后的教学工作有帮助，以此自我安
慰。也算心安理得吧！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二

《松鼠》是一篇描写动物的课文，介绍了松鼠的外形和它的
生活习性，表达了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其中，课文第三自然段从“住”这方面介绍了松鼠的生活习
性。教学中，我是这样设计的：

a指名介绍松鼠是怎样搭窝的。

b从中画也表示时间先后顺序的词语，体会这段话是按照事物
的先后顺序来介绍松鼠搭窝的。

c从这一自然段，你体会到松鼠的什么？

d指导感情朗读。

教学后，我发现学生还不大能够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松鼠做事
聪明、认真的特点。如果我先引导学生齐读重点句子“它们
带着儿女住在里边又暖和又安全”，接着让学生找一找哪些
词句可以看出这窝搭得暖和又安全，然后请学生谈谈对松鼠
的感受，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学生抓住重点句能够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而体会动物的可爱，激发对动物的喜
爱之情。

我在教学《松鼠》这篇说明文时，在学生读文之后，研究课
文分为几部分，抓住主要内容对课文进行概括，说出每部分
内容，并讲出自己这样分的理由，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最
后加以总结，得出写了松鼠的外形和生活习性，具体到生活
习性又可发分细分为：它的生活、住所和吃食。



接着，抓住本文重点部分，了解松鼠的外形是如何地美丽和
可爱，如何地讨人喜欢，通过读，让学生知道该段由几句话
构成，并围绕哪一句话来写的，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词语，并
说出理由，这样学生便会感到由总到分或是由整体到局部的
写法，加上教师加以引导，让学生在写作上学到怎样把一件
事物描写具体的写作方法，由总到分。这样，对学生进行说
明文习作训练大有裨益！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三

人教版课文以主题来安排单元课文，一个单元一个主题。

以往我在处理教材的时候总想着面面俱到，结果很累，效果
不佳。上学期期末大会胡校在大会上也提醒我们要去整合教
材，要努力给自己减负，避免重复无效。于是我开始尝试找
侧重点，每篇课文定个侧重方向。

在第一组课文中，《窃读记》我侧重句子品读，找到作者窃
读滋味的句子和如饥似渴读书的句子，去品读体会；第二课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篇访谈录，对话体，理清课文内容
后我侧重分角色朗读；《走遍天下书为侣》主要抓住文中的
表达方式和技巧，另外就是背诵指导和训练，辅以仿写小练
笔；第四课《我的“长生果”》是略读课文，文辞优美，我
计划以积累词句为主。

这个单元有个综合性学习活动，我分散在每课课后作业一项
项完成，旨在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完成去体验。

希望这种意识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四

开学近两个月了。在日常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发现了一
些适合本班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每一个实践过程中，我们都



可以与学生一起体验汉语的美，感受汉语带来的快乐。

在以前的教学中，没有很好地控制学生对课文的正确阅读，
因此一些学生不能正确、流利地阅读课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对阅读课文失去了兴趣，养成了不认真准备和敷衍的习
惯。有一天，我突发奇想。逐条逐项阅读课文会有什么效果？
那天在课堂上，我命令通常阅读能力更好的39名学生阅读。
效果良好。我找不到他们的缺点，可以满足要求。在听其他
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少数学生心不在焉，没有阅读。课
后，我思考：我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实上，准确读音、
不填字、漏字、背诵和断句是学习课文最基本的要求。只有
这样，下一步的学习才能更加熟练，我们才能谈论学习课文
材料。

每次我第一次阅读课文时，我都会让那些不够流利、没有意
识到对阅读感兴趣的学生来阅读。如果他们阅读正确流利，
让他们自己加分。如果他们读错了，让他们自己或其他学生
立即改正。我只会在需要异常强调的地方做出异常指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注重阅读的学生爱上了阅读，他们
敢于举手要求在大家面前单独展示自己。后进生对阅读有浓
厚的兴趣，认真听讲，努力学习。有朗读能力的学生不断锻
炼听力，越来越注意听，反应也越来越快。

我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我的技能已经提高了。不同层次的学
生对朗读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五

在教学中，我非常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课上，学生通过讨论、读书、批划等多种形式，自主地学习。
教学时以读为本，通过默读、轮读、引读、范读、齐读等形
式多样的朗读，使学生在读中深入地挖掘语言文字，品析重
点词句，从而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



理解，更加深入地体会人物的崇高精神。以读促情，以读促
理解，使师生情感互动，充分发挥“读”的作用和功能。也
就是说课文内容是学生读懂的，是他们自主学习的结果。

一是朗读，学生在找令自己感动的地方时，能把自己的感悟
通过朗读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如：学生在感悟第七节
中“心如刀绞”的情景时，通过自我的朗读，学生的分析，
都体会到“我”为什么痛苦？烈火不难扑灭——却不能去扑，
明明能救——却不能相救，看着朝夕相处、亲如手足的战友
被烈火灼烧着、煎熬着、炙烤着，“我”怎能不悲痛欲绝啊！
学生的朗读简直太精彩了，从学生的朗读我仿佛就看到了邱
少云被烈火烧身的情景，那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呀！学生
的朗读甚至把听课老师都感动了。

是学生写的牌文，由于有了前面影视声响的大量的铺垫，让
学生自己写一句碑文时，学生都是有感而发，不在做作，非
常精彩。如舒乐思同学的“顾全大局，舍生取义的邱少云永
在！”，杨婧同学写道：“邱少云，一个英勇无畏，舒身取
义的人。”方锶嘉同学写得更好：“大火烧身纹不动，严守
纪律保家园。不怕牺牲为祖国，烈士永存在心间。”虽然曾
让他们在课前先写过，但老师没有作任何指导，这应该完全
是孩子们读文读出来的自发的一种与英雄的共鸣。

五年级语文教学反思部编版篇六

本篇课文篇幅较长，主要通过张骞这一人物的事迹向读者介
绍了丝绸之路的开辟过程和意义。

教学本课时我依据课后的问题“课文主要写张骞和丝绸之路
的故事，为什么还写恺撒大帝看戏”和金钥匙：“很多课文
的题目很精彩，不但简洁，鲜明，而且能启发读者联想到很
多事情。”这两点入手，让学生感悟写作中的一些技巧。写
恺撒大帝目的是对后面的故事起铺垫，衬托的作用，我们回
忆一下所学课文还有哪些有类似的特点，接着让学生也打开



自己的习作本，有没有用到这样的方法针对某一篇作文你是
否可以修改一下针对题目的确定同样采用这样的方法，同学
们兴趣盎然，部分学生的作文题目修改明显有新意，但文中
曲幽通径的境界一时还无法达到，但我想至少给他们一个暗
示，作文原来可以这样处理，相信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关注作
者的写作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