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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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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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学生在课堂里会不会说，能不能说，取决于教师给不给机会，
当然，也取决于教师对学生说什么的指导。教师既要让学生
明白，课堂是研讨提高的地方，是解决困惑的地方，更是展
示实力的地方。只有首先让学生有“说”的意识，学生才有
在课堂里“说”的可能。

学生在课堂里对文本的解读，可以说些什么？说他对课文主
题的理解，说他对文本语句的感悟，这些都包含在教师预设
的文本理解问题里。在学生辅导用书纷呈的今天，学生说的
这些理解和感悟，很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真正对文本的解读。
那就要鼓励学生大胆地说他获得这些理解的依据或途径，更
要鼓励说他在文本阅读中的困惑及不解，说他在听同学回答
时产生的疑问……只有学生在这些方面不断地说，不断地辨
析，才可能真正走进文本，理解文本。

教学片段里生4、生5说的内容应该就是促使学生对文本解读
的一个良好契机。这是鼓励学生在课堂里说的结果。

学生的个体是不一样的，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天生喜
欢在群体面前表达，而且人越多他表达时越有感觉；有的小
范围里能表达，人一多他心理就犯怵。这些也正常。教师要
鼓励学生在课堂大胆说，就要创设机会，让每个学生都有说
的可能。



现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一定程度上给了那些偏内向，不喜
欢在群体面前表达的人一个说的机会，而那些会说和喜欢说
的学生同样不会放弃这小组讨论时的表达机会，教师要引导
这部分学生首先将说的机会给那些不太会说的学生，然后再
由他们组合小组的意见在班级里进行表达。

力求给每个学生说的机会，不是逼迫每个学生必须说，一旦
让说由权利变成义务，学习对学生来说就变成了负担，这就
会让那些不愿说的学生厌恶课堂，这会对课堂学习产生不良
影响。

生活中任何人都一样，需要有人听他们说，还需要听的人对
他们所说的内容做出反应，这种心理需求很正常。这或许也
是评价存在的另一价值。

课堂上，学生说了，说得好或不好、或还有问题，都要及时
给与评价。这评价既可以是由学生来完成，也可以由教师来
完成。学生评价刚开始的.时候更多侧重于声音是否响亮、口
齿是否清晰等，慢慢地就转变到对内容的不同理解，或是否
还有补充等方面上来。相对于学生的评价，教师的评价应该
更丰富些，如：肯定学生解析的角度、赞美学生情感的把握、
纠正学生表述的漏洞等，在看似不经意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
指导性作用。

评价可以是言语评价，也可以借助于肢体语言。课堂里，师
生的微笑、惊讶、点头、摇头，精彩处师生的鼓掌，都是一
种快而有效的评价。

将课堂还给学生，和学生一起在课堂里平等对话，长期坚持
下去，学生会给与我们更多的惊喜。

也但愿这批初一的学生能将说的习惯一直保持着，伴随着时
光的流逝，说的欲望不断提高，说的能力不断提高。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上完《秋天的怀念》，心里有点沉重。看到听课的老师们和
同学们，有人红了眼圈。

《秋天的怀念》是作家史铁生先生对已故母亲的回忆，表现
了史铁生对母亲深切的怀念，以及史铁生对“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悔恨。娓娓叙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想是史铁
生对母亲的怀念，对生命的敬畏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想起了
自己的母亲。课堂的重心在于品味词句，感悟真情,接受一次
爱和生命的洗礼。

孩子们表现得很棒！从课堂的氛围，发言的积极，还有语言
组织的连贯性，对生命的思考，都看得出孩子们平常的积累。
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泪光，连贯的语言，智慧的火花在
课堂中碰撞。“只要树根不曾枯死，你一样能发出新芽！”
孩子们把课外阅读中读到的句子引入了课堂。“只要你坚强
乐观，残缺的生命一样的焕发生命的光彩！”孩子们站在朋
友的角度劝慰瘫痪后的史铁生。“我要像红色的菊花一样活
的潇潇洒洒”！“要像白色的菊花一样纯洁善良”。“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算是好好儿活”。“健康快乐就是好好
儿活”！这是孩子们讨论后发表的对“好好儿活”的理解。
恰当的时候我总结：菊花有不同的颜色和姿态，但只要在秋
天尽情地努力的开放，花儿的一生就是灿烂的！人生也是如
此，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只要你是乐观的，坚强的，
你的人生就是精彩的！……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候就应该
回过去好好读读这句描写菊花的句子，但我给忘了。

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太在意时间，怕超时，所以在该
着重指导朗读的时候没敢花太多时间，在抽读齐读之后便急
急地奔向下一个环节。我忘记了指导朗读一直是我的强项。
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朗读，鼓励，领悟，孩子的朗读应该上
到一个层次。而本节课，自己都感觉朗读的时间不够充分。
怕超时，在孩子们还想侃侃而谈的时候，便收回了话题。一



节课都在赶时间，怕讲不完所准备的内容。导致有些句子体
会不够，深入不够。

总以为多一点幻灯片会更直观。结果上课时总惦记着什么时
候该出示幻灯片，什么时候该把孩子引向幻灯片的内容，反
而禁锢了孩子的思维。孩子们说得不那么尽兴了，而我，怕
时间不够用，也没再引导孩子们去深入理解母亲的语言和神
态。

有些地方借鉴得不够自然。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
哭声说：“咱娘儿俩，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这
句话读完我便急着抓出动词：扑、抓、忍，然后问了几个比
较突然的问题：扑下去的是什么？抓住的仅仅是母亲的手吗？
忍住些什么？（这里的设计借鉴了窦桂梅老师的设计）这个
地方显得有点生硬。

在我娓娓道来的一字一句中，老师和同学们被我感染。尽管
我的过渡或总结的语言很生动，但孩子们的朗读却缺少了那
么一点震撼人心的力量，那就来自于对文本的理解不够深入，
我指导得不够到位。

感谢所有听课和评课的老师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秋天的怀念》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讲述了一位重病缠身
的母亲，体贴入微地照顾双腿瘫痪的儿子，鼓励儿子要好好
儿活下去的故事，歌颂了伟大的而无私的母爱。在教学中，
我除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课文的能力外。还重视学生说的训
练和情感培养，先让学生把课文读熟，理解文中的重点句段
所表达的含义，然后对文中印象最深刻的句段各抒己见。在
课堂上，我把课堂这个大舞台交给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吐露



心声，让他们无拘无束的说。下面是我在上《秋天的怀念》
这课时设计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中使自己感动的句子或段落让学生勾画出来，并让学生抓
住作者对母亲神态、动作的描写，“悄悄躲出去、偷偷地注
意我、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体会母亲抚慰我
的细致和体贴；抓住作者对母亲语言的描写“咱娘儿俩好好
儿活，好好儿活……”体会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文中自己最感动的句或段落让学生各抒己见，说一说自己喜
欢的原因。例如《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感人之处有许多，
我让学生说自己最喜欢之处。这时，有的学生说最喜欢第一
自然段，有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第二自然段，有的学生说喜欢
文中的五、六两个自然段，还有的学生说我最喜欢最后一个
自然段等等。然后我把学生各自喜欢的段落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理解畅所欲言，说出是哪些句子、哪些词语使自己感动，
只要他们说出来的感受是真实的都行。

同时，有的同学对以上同学的看法会有不同看法，可以让学
生说说自己的见解。说出来，感染其他没有发觉的学生。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文中使自己感动的句子或段落让学生勾画出来，并让学生抓
住作者对母亲神态、动作的描写，“悄悄躲出去、偷偷地注
意我、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体会母亲抚慰我
的细致和体贴；抓住作者对母亲语言的描写“咱娘儿俩好好
儿活，好好儿活……”体会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文中自己最感动的句或段落让学生各抒己见，说一说自己在
感动中的感悟。如文中母亲说的两句话最让学生感动，学生
能从母亲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位坚强、无私、忘我的母亲，为
了儿子再大的痛苦都能经受住，为了鼓起儿子活下去的勇气
想尽办法。



在感受母爱的无私后我设计了一道练习题，母爱是什么？还
有在感受好好活时我又设计了一道练习题，好好活就是怎样
活？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填写完整的句子。问题比较开放，
能发散学生的思维，整合学生的价值观，学生通过两道题的
练习对母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对好好活会有更全面的解读。
达到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的诠释。

本文的情感目标是让学生体会到母亲的无私和伟大，从而激
发他们感恩之心。课文的结尾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说话的环节，
让学生以《妈妈，我想对您说》为题，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
激之情。在学生们一字一句的倾诉中，课文的情感目标得到
了深化。

当然，教学中某些地方还存有不足，如对母爱的感受，学生
找到相关语句却不能概括时，教师的引导还不够，没有善于
捕捉学生的语言来追问，在今后的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中教
师还要善于随机应变，循循善诱，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还有
教师讲解过于细致、繁琐，浪费时间，是教学的内容没有顺
利进行完毕。今后一定要注意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要游刃有
余。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秋天的怀念》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讲述了一位重病缠身
的母亲，体贴入微地照顾双腿瘫痪的儿子，鼓励儿子要好好
儿活下去的故事，歌颂了伟大的而无私的母爱。

在教学中，我除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课文的潜力外。还重视
学生说的训练和情感培养，先让学生采用多种方式把课文读
熟，理解文中的重点句段所表达的含义。然后对文中印象最
深刻的句段各抒己见。说的时候要着重抓住“我”和“母
亲”的情绪做比较：“我”因瘫痪，脾气变得暴怒无常，砸
东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母亲”不但不责怪“我”，反
而等“我”情绪恢复平静后抚慰“我”，还说要带”我“去



北海看菊花。经过比较，学生懂得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也更
体现出“我”对“母亲”深深的愧疚、热爱、怀念之情。

学生说感受：“‘我’暴怒时．‘母亲’却偷偷的躲在一旁
流泪，使我想到我平时也是那样对待我的妈妈的，从今以后，
我必须要好好爱自己的亲人．不能等失去了他们后才去悔
恨”；“当‘我’答应‘母亲’去公园看菊花时，她却突然
晕倒送去医院，从此与‘我’诀别，临终时都没能和‘我’
说上一句话。体现母爱的伟大和无私！同时也表达‘我’
对‘母亲’的愧疚、怀念之情”渲染气氛，创设情景。对学
生进行口语表达训练，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我说：
“又是一个深秋或清明节，假如你是作者‘我’，在‘母
亲’的坟前，你会对‘母亲’说些什么呢？”学生纷纷演说，
真情流露。最后一个举手的是平时很少发言的男生，我们都
明白他父亲去年才去世。此时全班同学都把目光移向了他，
我也给他投去温和和鼓励的眼神，他站起来沉默了约5秒钟后
才说：“妈妈！我来看你了，是妹妹推着我来的。又是一个
深秋，我带来了你喜爱的菊花，我最后明白你坚决要推我去
北海看菊花的原因了，但晚了，还没出门，你就晕到被送去
医院，我没想到你的病已经变成这样，谁明白这一去竟是诀
别，连你临终的话语我也没能亲自听到，妈妈，可我清楚你
要对我说什么，你是要告诉我要像菊花那样坚强的活着，好
好的带着妹妹活着。”说到这，他已泣不成声“我也想对我
死去的爸爸说：爸爸，你放心吧！我和妈妈也会坚强的活着
的。”同学们听到这已经是泪流满面。我也被深深的打动了。

本文情感深挚，辅导学生用心的读，用情地读，就会被“母
亲”对“我”的爱所深深的打动，你会跟着“我”一齐痛，
一齐哭，一齐怀念，一齐在爱的支持下，坚强地应对人生。

作者透过一些细小的情节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从而也使我
想起作者史铁生苦难的一生，“没有经过苦难的人生是幸福
的人生吗？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想感
受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所体味到的人生况味和所获得的



人生价值”这是宋秋雁在《走过苦难——记我无比敬仰的作
家史铁生》一文中的节选。使我想起在教育教学中，对学生
贯穿情感性教育和挫折性教育是有必要的。

史铁生在《合欢树》一文写道：“我坐在安静的树林里，闭
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唤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
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
住了，就召唤她去了。”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
看见风正从树林穿过。”读着这些苍凉的文字，感受到他经
历的磨难和痛苦是不可理喻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
出那样凝重悲壮的文字来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
色下汩汩滚落的热流！

透过对《秋天的怀念》的阅读，让学生受到了伟大母爱的熏
陶感染，理解了一次“爱”的教育；还提高了学生的自读潜
力。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六

《秋天的怀念》是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母亲逝世七年后所写的
一篇回忆性散文。文中讲述了自己双腿瘫痪后,几乎丧失了生
活的勇气,是身患重病的母亲用体贴入微、深沉无私的爱，
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就这节
课谈一下自己的几点感受：

教学中，我引导同学们深入的体会文中的细节描写，体验母
爱。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母
亲是怎样关心照顾我的，找出描写母亲语言、动作、神态的
句子，细细品味。”围绕这个问题，同学们小组合作进行学
习，互相交流，平时不爱发言的同学也积极参与讨论交流。
人人都有体会，人人都有收获，人人都有发展，改变了以往
课堂教学以教为主，以学为辅，变学生被动学为主动学，以
动带静，以优促困,全班同学学习语文的主动性，积极性高了。
课文重点，难点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突破。更重要



的是语言表达能力在生生交流过程中得到提高。

在教学中我把主题由“母爱”升华为“好好儿活”。为了体
味母亲的这句“好好活！”，我引导学生反复吟读。交
流“句中有这么一个字，‘扑”这一个问题，一下子打开了
孩子的心窗。使学生感悟到母亲对儿子的心疼，对儿子的爱
怜，对儿子的无奈。这时，孩子们再用心读这句话时感受已
比刚才深了不少。讲到母亲忍住的病痛。孩子们联系着课文
描述母亲整宿睡不着觉的句子，母亲对孩子所做的一切，都
是因为母亲的心中充满了——爱！老师不仅仅让学生体会毫
不张扬的母爱之伟大，而是更多感受母亲用自身的行动来诠释
“好好儿活”的真谛。课文的结尾，我出示了作者《病隙碎
笔》中的一段话，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好好活儿”的含义：
活着就是幸运的，活着要懂得满足。

进语言中读出来。还有“央求”一词，我让学生通过对这个
词的体会去感悟上下文。然后再把这种情感从语言中读出来。

本课教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同学们在交流时只把自己的体会读一遍，
不会及时给对方评价，同时对自己的体会进行补充，交流时
不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形式大于内容。今后应在这些
方面多训练，让小组合作真正成为学生们自主交流的舞台。

教学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我忽略了那些发言不积极，声
音不够响亮的学生，缺少了足够的耐心。这样一来，课堂成
了优秀学生展示的舞台。今后课堂上应多给学困生机会，多
多鼓励他们，让学困生多展示自己。让我们的课堂人人都有
话说，人人都有体会，人人都有收获。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改掉不足，让自己的课堂更加精彩，
更有魅力！



秋天的怀念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七

《秋天的怀念》是著名作家史铁生在母亲逝世后所写的一篇
回忆性散文。文中讲述了自己双腿瘫痪后，几乎丧失了生活
的勇气，是身患重病的母亲用体贴入微、深沉无私的爱，使
自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在上这节课
之前，我从网上观看了窦桂梅老师将这节课的视频，我被窦
老师这种语文课堂所感染，在她的课堂上，孩子们受着爱的
教育，用自己的感情朗读着，孩子们就是在与文本对话。我
认真的听着，认真的记着，我想让我的课堂也能有这种效果，
所以，在整理好教案后，我上了这节课，我带着自己的感情
上了这节课。反思执教的过程，我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了解背景，走近作者，体会内心。

课前，我布置学生从书籍、网络中，了解史铁生的相关资料。
上课伊始，我让学生交流史铁生的有关资料，当学生得知作
者瘫痪才21岁时，我马上让学生揣测一下：当一个人的花样
年华都要在轮椅上度过时，会产生什么想法呢？孩子们马上
体会到作者有死的念头不足为奇。言语中，孩子们流露出对
作者的惋惜与同情。从而为下文感受母爱埋下了情感铺垫。

二、走进文本，感受母爱。

《秋天的怀念》一文主要是通过对母亲的动作、语言、神态
的细致描写来刻画形象的。于是，教学本文时，我就从这些
细微处入手，引导学生体会“扑”“抓”“忍”动作背后母
亲的心情，让学生感受到母亲对作者那种深沉的爱。抓
住“央求”“喜出望外”“高兴”“敏感”等词语，让学生
反复品读，分析母亲心情变化的原因，从而感受到母爱是小
心翼翼，母爱是善解人意，母爱是一种担心，母爱是一种坚
持，母爱是一种力量……于是学生终于明白，原来母爱就是
平凡中的伟大。在课上，我学窦老师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感情
送进去，再读，通过多次朗读，孩子们也融进了文本，感情



也自然流露。

三、走出文本，学会感恩。

本文的情感目标是让学生体会到母亲的无私和伟大，从而激
发他们感恩之心。课文的结尾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说话的环节，
让学生以《妈妈，我想对您说》为题，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
激之情。在学生们一字一句的倾诉中，课文的情感目标得到
了深化。

我知道，我自己的教学水平还不够高，驾驭课堂的能力远没
有名师那样好，但我在努力，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名师，但
我不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节课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加认真琢磨，用心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