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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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风筝美术教学反思篇一

本周三上午在县实验中学上了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语文课
《风筝》，《风筝》这篇课文是鲁迅的作品，学生上初中后
第一次接触，学习难度较大，课文难点较多，且本文思想内
容可从多方面理解，这恰恰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研究性的教
材。现作如下反思。

一、教学思路清晰。一开始，让学生谈自己放飞风筝的自由
与快乐，引出课文兄弟俩对风筝的不同态度，由此矛盾而上
演了一场“精神虐杀事件”。最后讨论体会封建教育思想和
伦理道德才是导致这场“精神虐杀”真正的罪魁祸首。

二、教学方法得当。我紧紧抓住“精神虐杀”，重点研读三、
四自然段。如第三自然段中通过圈点、朗读，突出“出神、
惊呼、高兴得跳跃”，让学生体会弟弟对风筝的酷爱以及表
现弟弟天真活泼的形象。第四自然段，以动作、神态等描写
著称。教学时采用的表演“我”毁风筝的片断，学生很是受
启发。评点时，大多学生都能指出表演学生的不到位之处，
甚至后来连“我”的“傲然”神态都能表现出来。朗读、表
演，学生充分领略了“我”的毫不顾忌、无情践踏风筝的粗
暴行径。

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小组合作，思维的碰撞，难题顷
刻瓦解。在讨论““我”还不是“罪魁祸首”?那导致这



场“精神虐杀”悲剧的幕后真正“凶手”是谁呢?””这个问
题时，我出示了鲁迅的生活背景以及写作的年代，大大帮助
了学生对此问题的思考，降低了这个难题的难度，以适应七
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生各抒己见，有的从家庭背景出发
述说，有的从不平等的长幼关系阐述，大部分同学认识到了
这是封建教育思想导致的落后观念所致。即使他们说的不完
整欠深入，但我还是一一予以了肯定。

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毁风筝事件中
的“抓”、“掷”“踏”等动作描写以及“傲然”“绝望”
的神态描写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会再让学生表演，一
定会比粗读立即表演的效果好。

这堂课是以“精神虐杀”来挖掘文章主题思想的，但上课过
程中，针对学生的阐述过多分析了人物性格以及讲了文章选
材的事情，使整堂课有“散”架之感。

围绕一个主题，设计一些探究性问题，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读透，打开思维，并展开充分的讨论，教师适时点拨，
这样的课堂才算是合格的语文课堂。

风筝美术教学反思篇二

执教完《风筝》，我感觉特别舒畅和轻松，不管这堂课大家
认为如何，起码我自己认为这堂公开课是真实的，我没有把
它上成表演课。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和孩子们一起走近了
风筝事件，层层深入的探析了鲁迅先生的悲哀之源，我感觉
自己和孩子们一起经历了一次美妙而艰难的心灵之旅。

说实话，在没有执教《风筝》之前，我是不喜欢鲁迅先生的
作品的。但学生们在初中阶段第一次读鲁迅的文章，那么我
传递给学生的应该是兴趣，起码不是厌恶。于是，研读教材，
找到与学生心灵的契合点成为我教学设计的首要功课。



鲁迅的文章就是如此，读一遍完全不懂，读十遍似乎有点懂，
读二十遍似乎又不懂了，再读再读发现自己已经像鲁迅一样
悲哀着了。一件小小的风筝事件，居然承载着末代的封建教
育文化对儿童天性的虐杀，更可悲的是这样的行为或思想还
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甚至自己也就是这样的一位精神虐杀者。
可是，这么深的内容该如何让学生自己品读出来呢？我的导
应该架设起一座学生学的桥梁。

整堂课中，我设计了一个主问题：“为什么作者会感到如此
悲哀？”品读部分我抛出了两个分问题将学生的思考引向深
处：“哥哥明明很爱自己的弟弟，那他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的
毁坏弟弟的风筝？”“弟弟如此苦心孤诣偷做的风筝就要被
哥哥毁掉了，他为什么不反抗？”人物的行为都是受内心思
想的支配的，这样一来，学生们比较容易的得出：哥哥用自
己的方式爱弟弟，在他的观念里，这就是为了弟弟好。而弟
弟作为幼者，作为弱者，自然只有默默接受的份。这都是中
国人受封建观念的影响，骨子里的奴性的体现。如何让学生
理解国人的麻木呢？我设计的问题是：既然弟弟已全然忘却，
毫无怨恨，那我的心也应该释然了，可为什么我还是感到无
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的确，从上课时学
生的回答也体现了问题之难，学生们的回答依然在围绕着课
本上的句子打转。这也是我事先就有所预设的，这个时候，
我再给学生搭了一个梯子，出示了一段拓展材料，即鲁迅先
生在《呐喊》序言里的一段话：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
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就，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
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学生经过思索，终
于认识到鲁迅先生悲哀的是为国人所共有的麻木状态，明知
是受害者，却全然不知，甚至认为那是应该的。

由于问题的预设不零碎，成梯状，所以课堂上确实带给了我
很多惊喜。在最后的拓展环节，“你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
哪些行为是精神虐杀？你自己曾有过精神虐杀的经历吗？”
有学生说：“老师喜欢用标准答案来判定我们答案的对与错，



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虐杀。”学生们的观点多犀利啊，这不
是我们教育一直以来的弊病吗？以固定的标准答案来限制学
生的思维。从小，我们就被家长和老师们教导，要做一个听
话的孩子。于是，我们都听话了，可却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学生们的眼光多独到，做个听话的孩子，我们曾多少次对学
生、对孩子这样的唠叨，可听话的背后，却是扼杀了创新和
批判思维的火花！

课后，有一位学生在日记本里记录了这堂公开课：“刚开始
学这篇课文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感受，不就是鲁迅先生破坏了
他弟弟一只风筝吗？可随着老师细腻深刻的引领，我觉得越
来越悲哀，一个小小的风筝里蕴含了太多真实的情感，承载
着作者太多的心痛，受封建文化影响的“我”亲手虐杀了弟
弟的童心，多年后“我“向弟弟认错，恳求他的原谅，可是
弟弟却惊异的说：“有过这样的事吗？”也许，忘却是最好
的疗伤，但对于清醒着的鲁迅先生来说，忘却代表着不觉醒，
甚至是理所当然，那么悲剧就还在延续，还在无数的“小兄
弟”身上生根、发芽……”

我们的孩子，太不简单了。“给他一个支点，他便能撬起整
个地球。”一旦孩子情感的闸门打开，思想的火炬被点燃，
他们所迸发出来的“深刻”、“精彩”、“独到”，远远超
出老师的想象。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智慧，去做孩子们学习
上的导游，而不是孩子们心灵的虐杀者。这应该是我执教这
一课最大的收获吧。

当然，就这堂课而言，我自己感觉发挥学生主体性方面，还
是改得不够。满堂都是老师的问，没有学生的疑问。我仅仅
是把自己的解读交给了学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质疑精神
的培养，在本堂课里都是严重缺失的。教是为了不教，这一
方面我需要进一步探索。“自主-导学”课堂模式的课题研究，
这堂课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超越模式，
运用自主导学的教育理念，开出一朵朵个性迥异的花。



风筝美术教学反思篇三

《风筝》是鲁迅先生写于1925年1月24日的一篇散文，选自散
文诗集《野草》。这是学生进入初中后第一次接触鲁迅的文
章，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由于时代久远，加上学生的生活
体验和认知实际的局限，要初一的学生理解鲁迅作品的反封
建性是有较大困难的。我决定从学生的认知实际出发，引导
学生理解本文关于童年游戏心理的描写以及我因童年时曾对
小兄弟进行精神虐杀而产生的懊悔和悲哀的情感的描写入手，
逐渐把握文章的内涵。基于以上认识，我将本文的教学重点
确定为整体感知课文，多角度有创意的理解课文；至于本文
教学的难点，我认为应是对作品中一些语意含蓄而深刻的语
句的理解，只有突破了这些句子学生才能很好地了解文章的
思想内涵。

理论运用

1、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理论。

语文是学习、生活、工作的工具，传授语文知识，教会学生
阅读和表达（包括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是语文教学的一项
重要任务。同时，语文又是一种文化。语文教育具有强烈的
人文性，它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承担着改造国民素质，重
铸人文精神的重任。

2、主体教育思想。

主体教育观要求语文教育要弘扬人文精神，在具体的教学中，
要真正地把学生当做学习的主体，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知识，
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和经验。

3、建构主义理论。

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自我建构、



自我生成的过程。这是建构主义的理论精髓，它要求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激活、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和
经历。

4、个性化和创造性阅读的原则。

艺术接受心理学认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是双向交流过程，
艺术创作主体是生命体验的阐释者，而接受主体则是体验的
二度阐释者，二度阐释的价值，决不在创作行为之下。如果
没有接受主体的参与和响应，任何艺术活动都是潜在的甚至
是不完整的。这一理论建立了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新关
系，强调了读者的在阅读中的地位，也强调了阅读的个性化
和创造性。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
对话过程。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
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情趣。

教法选择

激趣。以一首短诗引入，同时让学生回忆《春》中相关语句，
调动学生原有的生活体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引导。在学生自主阅读、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教师对阅读的
步骤、重点等问题给予必要的引导，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点拨。在学生小组讨论学习时遇到疑难处教师给予必要的点
拨；在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教师给予必要的点评。

学法引导

1.让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去解读文本。



2.引导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去阅读、去感悟。

3.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存在的不足

本节课有朗读环节，但不够充分，尤其是赏析文中语句时应
该让学生更充分的朗读，从而更好地了解句子的内涵。

板书的书写应该更及时。

风筝美术教学反思篇四

这一课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一，弟弟是不是真的忘却了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从文
本来看，“自己买不起”说明当时“我”家的经济已相当贫
困，以致于一个风筝都买不起，不要说蟹风筝、蜈蚣风筝，
甚至是瓦片风筝也只能望洋兴叹。如果是买得起，家长或做
兄长的，断不至于让一个“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
的小孩子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站上“小半日”来看别人放风筝。
而弟弟看放风筝的神态、动作确实也让人心寒。“他只得张
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
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
兴得跳跃”。我们也许会说，买不起，自己做总是可以的吧。
那“我”为什么还是残忍地给弟弟做的蝴蝶风筝无情地捣毁
了呢？那可不是蟹风筝、蜈蚣风筝，更不是瓦片风筝哟！为
什么呢？我们来看下文中的“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讨
论儿童的书”，什么人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书，是一个农民或
是一般的小市民吗？在1925年那个时代，不会吧，农民或小
市民基本生活尚且不能自足，那有这个闲钱去买这样的书来
读？更不会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书？即使有读书的机会，也更
不会去读这样的书。因此，这足以说明，在二三十年之
后，“我”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从故乡来到



北京——这可不是一个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即使是现在也
这样。是什么改变了“我”家的命运？是一夜暴富吗？不是。
从“我”读的书来看，是因为“读书”改变了我家的命运。
至于怎样读，文本中看不到，但可以看到的是，“我又不许
放”。既然“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
使”，那么“我”不想放风筝吗？但“我”没有放，而且还
不许弟弟放。那“我”把时间用去做什么了？那就是读书了。
弟弟在这一事件之后，还放风筝吗？没有。因为文中的“我
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
他一同放”里4种补过方法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
送——放——劝——陪。送风筝好理解，但为什么要赞成？
又为什么要劝？进而甚至于还要陪？可见当年，“我”对弟
弟的伤害之深，弟弟在此之后，也再没有放过风筝了。而事
实上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也不难得出，要让一个耍性特
别大的孩子，不去耍，而把时间用来读书，让自己将来“有
出息”，做兄长的，不知要重复做这样类似的事件多少次。
而这样的事件经历多了，弟弟完全忘却也在情理之中了。

同样的效果，而“我”不是。“我”是以“精神的虐杀”的
方式做完了这个事件，而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
不是惩戒，而是惩罚了。所以，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这
不是别人原不原谅的问题，这是良心的审判，是一个有良心
的人对自己进行的正义的审判。

第三，作者的写作意图的问题。现在或过去，人们一谈到历
史的问题，总是要找一个替罪羊——封建思想或封建礼
教——来自我安慰，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其实，过去跟现
在都一样，都是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平常人、平凡
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来处理自己
所做的事，所见的事，所想的事；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正义的
化身，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于是肆无忌惮地、蛮横粗暴地
伤害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而当真正的正义降
临的时候，他又陷入无尽的悔恨、内疚、自责、忏悔之中，
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来拯救自己罪恶的心灵，让自己心安理



得地过完余生。也许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
循环吧。他们的愿望最终只能因为别人的“忘怀”而无果而
终，最后遗憾终生。当然，这样的人并不是最可恨的，最可
恨的是，一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有醒悟的那一天，成为一个十
足的泼皮。所以，作者写这样一件事，并非是说自己有过这
样的行为，而是假托这样一件事，来告诉那些“正给我非常
的寒威和冷气”的人或势力，如果将来你能来觉悟的那一天，
你会跟“我”一样，在无尽的悔恨、内疚、自责、忏悔中了
此残生的。而那些想做而没有做的人，就要悬崖勒马，回头
是岸了。

风筝美术教学反思篇五

学完《风筝》这一课，心中有很多想说的，针对这一课，我
记下自己的体会。

《风筝》是一篇散文，写了"我"小时候做风筝，放风筝的事
情。文中从"做风筝"，"放风筝"，"找风筝"三个方面讲了作
者小时候快乐的童年生活。教学时，重点要引导学生体会在
做风筝、放风筝、找风筝的过程中，伙伴们的心情起伏变化，
并找出描写心情的词语和句子。难点是在引导理解孩子们的
心情变化的同时，体会作者是怎样把孩子们的心情变化写具
体的。

执教这课时我首先让孩子们读会课文，学习文中不理解的词
语，然后找一找文中那些段落分别描写了的过程。然后让孩
子们自己结合课后题“课文写了的不同心情，让我们读读有
关的语句，讲讲体会。”自己学习课文。然后在自学的基础
上让学生来给大家讲体会，取得了好的效果。

在学做风筝部分时，孩子谈到从”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体会到了做风筝时迫切的心态，同时结合上下文理解了”憧
憬”一词的意思。从”依然快活”体会到劳动后的快乐。
从”幸福鸟”想到风筝寄托了孩子们的美好愿望。然后抓住



这些感受读课文。

学放风筝部分时，结合学生平时放风筝的经验，抓住放风筝
时的动词来读，并从”快活”、“拼命”中体会到孩子们快
乐到了极点的感情，利用有感情朗读把课堂气氛推到了高潮。

在孩子们玩的正高兴的时候，突然风筝线断了，抓住“大惊
失色、千呼万唤”两个词语，通过做表情，做动作来体会孩
子们的心情，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谈感受，把学
生引到当时的情景中，接下来就水到渠成地体会了“哭、垂
头丧气”的心情，通过自己的读加深了这种感情。

最后回顾全文，想想最后“我们向那房子跑去，继续寻找我
们的‘幸福鸟’。”这句话中的省略号省略了什么？学生能
说出来省略了找的过程，省略了找的结果。接着让同学们想想
“幸福鸟”指什么？学生能想到指风筝，指所有快乐的，伤
心的事，进而想到了美好幸福的童年生活。

总结写法时，学生能谈到作者抓住了人物心情的变化来描写，
这样把事情写详细具体了。

通过这篇课文的执教，我感觉事先设计好的教案是不能适应
多变的学生的，教师要随时作好准备，来适应课堂上的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