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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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诉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最
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中
国人民继续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
前程的衷心祝福。后顾整个课堂教学，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1．以练习为导，让生自学、自我感知每个段落的内容。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特别是感知每一段落时，总设计一定数量的
练习题或思考题让生边读边想，自己去学习获得知识，把握
一段的大意，从而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

2．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理解课文时，让生边读边想边
划，写自我见解；通过比较句子，运用词语，体会并掌握文
中用词之精妙；快速读、细读、品读等环节的安排，则训练
了学生略读、精读、有感情读的能力。

3．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贯彻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
主体作用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教学法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
它既包括教师的教授法，也包括学生的学习法。启发式教学
理论认为：“教学就是引起学生智力的积极性”“凡是能够
引起学生思想工作和智力上的自动精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方
法。”为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意选用有助于学生形成
自学能力、自学习惯的教学方法，且避免单一。如理解文章



内容选用填空、练习、默读划句复述等教学方法；体会文章
用词之确切，则采用了比较品读遣词造句的方法。抓住文中
反复出现的词语，导生领会人民当时的心情与情感，并有意
识地安排了“让生自读课文，理解加评注”这一教学环节，
让生在积极参与学习的活动中学会知识，掌握阅读技能。

4．利用形象的教学手段，使生处于和课文内容协调的氛围中，
有求知的欲望和兴趣，从而学得愉快，学有所获。在初读全
文前，先给生提供了有关“香港回归”的电视录像，让生具
体感知当时情景；具体体会大典庄严、隆重的气氛及人民的
情感时，又再次出现了大典各程序的.幻灯，目的都是为引导
学生入境，缩短主体感知与文字的距离，使其学得有趣味。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二

这次有幸参加了月北片的教研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执教了
一节五年级语文课，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现代诗歌《最后一分
钟》，作者倾诉了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积蓄心
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
福。整首诗语言精练，富有感染力，感情真挚强烈。后顾整
个课堂教学，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1、要关注学情。

成功的教学必须关注学生的亲身体验。在课堂上一定要根据
学情，顺学而导，以学定教，而不是心中只有教案，而忽视
了学生的实际需求。在课开始，由于天气原因，上课时间推
迟了，听课老师不清楚这点，早早地就进入了教室的听课区，
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才上课，学生们也就在紧张的状态下进
入这节课的学习，所以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学生的回答
声音的确很小，而我对于这点根本没引起关注，只是抓住学
生的答案马上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所以在课堂的前段时间学
生们并没有在老师的引导下消除紧张的心理，这是我课堂中



的缺失。这节课的教学，我很少关注学生们的感受和体验，
没能很好地在学生的情感上进行关怀。所以我们在语文教学
中必须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让学生体验语文中蕴涵的美，
从而感悟语文的无穷魅力。

2、要注意学法

我们古人有句名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更不如授
之以鱼塘”。这是用比喻的说法来表达“学法指导”的.道理，
也就是叶圣陶说的“教是为了不用教”的思想。阅读教学中
的学法指导不可能是机械地、独立地灌输,只能是自然地渗透。
渗透学法的过程是学生参与语言训练的过程,是学生展示思维
的过程,是学生感知的过程。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主要采用
齐读的方式，很少指导学生个体读。然而只有让学生从自我
情感出发，去理解、去发现，这些都需要从学生的发言和个
体朗读中去发现，只有这样，你才知道学生懂得了什么、需
要什么，从而根据这些去引导、去发现。我在这节课上总是
想让齐读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忽视了学生的个性体验，过多
的铺垫掩盖了学生的方法收获感受，要知道齐读是渲染，个
体读才有个性化的体验。在以后的教学上我一定要注意。让
学生掌握学法，教师必须做有心人，注意教学过程中的及时
点拔和引导，这对学生学法的形成至关重要。

3、要把握好各环节的“度”

教师作为对话教学中的引导者、激发者，应该把握好“度”
的问题。随着语文教改的深入，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
导性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如何拿
捏好分寸，把握住课堂教学的轻重缓急，控制好课堂教学节
奏，在教学各环节上做到操之有度是一个语文教师教学功底
和教学智慧的重要体现。在课堂上的写诗环节，我是安排在
学习第二节诗歌后，根据理解的意象来模仿诗歌的语言写一
写，此时诗歌的学习才进行一半，这时让学生写诗有些仓促
和操之过急，如果安排在后面环节可能会好些。另外在第四



节诗歌的学习中，我用课件出示了这样两个问题，让学生通
过小组讨论的方式自己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最后一分钟具体指哪一分钟？”这个问题放在此处似乎不
太妥，因为前面我在写诗环节上就是让学生写写自己眼中的
最后一分钟，现在又来问这最后一分钟具体指哪一分钟，让
学生感到很迷糊。所以课堂上各个环节的度的确要把控好，
有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适时把控效果会更好。语文课堂教
学和其它学科教学一样“教无定法”，我们一定要尊重教学
规律，合理安排好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做到“行之有度”，
这样的课堂教学就一定是教学效果好、教学效率高。

一次经历，一次成长，每次的公开课都会让我看到自己身上
许多的不足，我也将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不断总结、
不断反思，让我的课堂越来越完善。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三

《最后一分钟》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作者倾述了1997年7
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
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国人们积蓄心中的强烈爱国情感和对香
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鉴于此,在教学中我采用
朗读为主的教学方式。

在授课前我让学生搜集资料了解香港被割让的屈辱历史以及
割让后香港人民的苦难生活。课程伊始,先介绍现本诗的格局,
首节为引子,将香港拟人化。接着,让学生快速读文概括后三
节的内容,并结合自己对历史的了解讲讲诗句“我看见,虎门
上空最后一缕硝烟,在百年后的最后一分钟终于散尽”应该怎
么理解。然后,分小组自由读诗,要求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感
情。

之后,朗读汇报,教师评价并指导。这个环节我根据学生的朗
读适时指导感情的处理——第一节应读出激动的心情,第二节
要的读要配合内容的“慢镜头”描述,但不是单纯的缓、慢,



而是有层次有节奏的读。第三节要读出百年的沧桑,声音要沉
缓,但在结尾“百年的痛苦和欢乐都穿过这一滴泪珠使大海沸
腾”要读出屈辱散尽后的激动。第四节要读出盼望香港回归
的急切以及香港回归后对她的无限期望。这一环节的教学方
式是:学生汇报一段,教师指导一段,然后练读。最后,让学生
分小组练读全诗,然后比赛。

我觉得,用朗读去调动学生的情绪比单纯的说教要好的多。况
且这篇诗歌叙述的历史事件对学生来说很遥远,很难在短时间
内了解透历史。因此,在大致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用朗读引出
感情我认为是比较适合这篇课文的。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诉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最
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中
国人民继续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
前程的衷心祝福。

这又是一篇略读课文，接受上节上节课的教训，我在课前做
了充分的准备，搜集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视频，并对学生提
出了明确的预习要求：认真读课文，查找关于“虎门硝烟”
以及《南京条约》的签定等历史知识，去过香港的同学找当
时的图片。

回顾整个课堂教学，有以下几点感受：

1、课前准备充分，课堂轻松驾驭。有了历史资料和写作背景
的铺垫，学生课上学习兴趣浓厚，对诗歌中理解感悟轻松又
有激情。特别去过香港的同学，对香港的感情似乎更深厚，
从他们充满感情的朗读中能感受到。

2、以读为主，让生自我感知每个段落的内容。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特别是感知每一段落时，读完一个小节想想你体会到



了什么，让学生自己去学习获得知识，从而掌握一定的阅读
方法。

3、采用多种手段，令学生情感升华。通过交接仪式视频、中
英谈判图片及历史资料，让学生感受祖国飞速发展以及民族
强大的自豪，提升学生感情。

在情感升华的基础上，让学生边读边想边划，通过比较句子，
运用词语，体会并掌握文中用词之精妙。最后让学生熟读成
诵，鼓励他们背下来。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阅读课文以一首诗歌的形式出现。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
诗，作者倾述了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
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积蓄心中
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

结合本组训练重点，在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香港回归的资
料。从与学生的交谈中引导学生从“香港被割让的历
史”、“香港回归历程”、“香港回归之后的繁荣”三个方
面去搜集与整理相关资料从而加深对香港的认识与了解。

由于刚学完《圆明园的毁灭》不久，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
中国的种种罪行还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同学的脑海里，同学对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恨还未消退，所以对香港能回归我们祖
国妈妈的怀抱，是非常欢迎的，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
事情。在这节课上，我正深入挖掘教材的内在爱国因素，爱
努力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树立学习的目标，发
愤学习，为中华的腾飞而努力向前迈进。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六

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诉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最



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中
国人民继续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
前程的衷心祝福。后顾整个课堂教学，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1．以练习为导，让生自学、自我感知每个段落的内容。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特别是感知每一段落时，总设计一定数量的
练习题或思考题让生边读边想，自己去学习获得知识，把握
一段的大意，从而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

2．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理解课文时，让生边读边想边
划，写自我见解；通过比较句子，运用词语，体会并掌握文
中用词之精妙；快速读、细读、品读等环节的安排，则训练
了学生略读、精读、有感情读的能力。

3．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贯彻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
主体作用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教学法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
它既包括教师的教授法，也包括学生的学习法。启发式教学
理论认为：“教学就是引起学生智力的积极性”“凡是能够
引起学生思想工作和智力上的自动精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方
法。”为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意选用有助于学生形成
自学能力、自学习惯的教学方法，且避免单一。如理解文章
内容选用填空、练习、默读划句复述等教学方法；体会文章
用词之确切，则采用了比较品读遣词造句的方法。抓住文中
反复出现的词语，导生领会人民当时的心情与情感，并有意
识地安排了“让生自读课文，理解加评注”这一教学环节，
让生在积极参与学习的活动中学会知识，掌握阅读技能。

4．利用形象的教学手段，使生处于和课文内容协调的氛围中，
有求知的.欲望和兴趣，从而学得愉快，学有所获。在初读全
文前，先给生提供了有关“香港回归”的电视录像，让生具
体感知当时情景；具体体会大典庄严、隆重的气氛及人民的
情感时，又再次出现了大典各程序的幻灯，目的都是为引导



学生入境，缩短主体感知与文字的距离，使其学得有趣味。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七

今天上午10点30分，上课了，我开始讲课，我讲得是《最后
一分钟》。这篇阅读课文是以一首诗歌的形式出现。这是一
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述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
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思绪，表达了
全中国人民积蓄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
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整首诗语言精练，富有感染力，感情
真挚强烈。作者把他那沸腾的热血与奔涌的豪情都融入在诗
句的每一个词句之中。我让学生领悟“三分诗，七分读”的
读书之法：

我在揭题之后就放了《最后一分钟》的诵读视频，声情并茂
地诵读感染了每一位同学，学生

不由得沉浸在这种气氛之中。诵读者对课文的理解、感悟都
放在了读书之中。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对课文有了初步的认
识，另外，对朗读的技巧也学习了一些，为后边自己的朗读
打下了基础。

这个环节是要解决学生读准字音，读通诗歌，我要求学生自
己朗读。学生在观看了视频之后或许受到了感染，自己读得
时候不由得也能把感情带进课文中，读得很有滋味。在学生
自己读过之后，我进行了检查，检查的时候，学生能够把课
文读通顺、读流利，看来学生刚才是认真读了。

课文是否读懂，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感情，特别是对于这样一
篇诗歌，又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师的讲解应经变得乏味，他
远远不及把学生带进情境之中，引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在
这个过程中，我巧妙地运用多媒体，让学生观看了香港回归
交接仪式，还给学生补充了香港百年屈辱史等材料。给学生
在感官上以刺激，激发学生深入诗歌，把感情投入到诗歌中，



从而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