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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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篇一

(六年制第十一册基础训练5习作)教学要求：1.激活学生思维，
开拓想象空间，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2.训练书面表达基
本功：内容具体，要有一定的条理。教学重点、难点：怎样
抓住事物特点展开想象。作前准备：提前布置学生多阅读假
想类作文或富于想象的寓言、童话故事。教学时间：2课时教
学过程：第一课时一、谈话导入，揭题导语：同学们，在你
们的脑海里是不是常常会闪现出某些奇思妙想？你是否感到
在这种异想天开的想象中有令人兴奋的愉悦呢？今天，我们
就以《假如我是》为题展开丰富的想象，写一篇想象作
文。(板书：《假如我是》)二、欣赏例子，激发兴趣1.请看
教学提示中的这些假想，想象美丽吗？读一读。(屏幕显示：
假如我是神笔马良……)2.同学美读教学提示中的假想。三、
以例引例，指导选材1.请同学们想一想，这段话都写了谁？
学生答，老师在“神笔马良”、“电脑程序
员”、“画”、“小草”下面画“”线。2.神笔马良是神话
中的人物(板书：神话)，除了可以写神话中的人物，还可以
写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生活、大自然)3.小结。
看来，这次习作，选材的范围特别广。(板书：选材)既可以
写神话中的人物，生活中的人物，还可以写自然界的事物。
请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题目补充完整。学生自由命题。
四、抓住特点，展开假想1.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妙的想象
呢？(板书：想象)我想一定是这些事物或人物的特点引起了
你无限的遐想。因此，要善于抓住特点，展开想象。比如，



看到神笔马良，会想到他的什么特点？假如你也是神笔马良，
不画大堤，要画什么？做什么用？假如你也是小草呢？孙悟
空呢？2.在你假想的角色中，可曾有什么特点引起你浮想联
翩？请用一两句话把它写下来。学生独立思考、写句，然后
交流。五、说编故事，把内容写具体1.读教学提示的后半部-
-习作要求。(屏幕显示，在习作要求下画曲线。)2.指导写具
体。(1)怎么写具体呢？可以根据人或事物的特点编故事，可
以编一个故事，也可以编几个故事，要注意把时间、地点、
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交代清楚，比如，你是一只
和平鸽，你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可能遇到哪些困难，怎
样克服等，把这些内容写出来，内容就具体了，同学们可以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编故事，如边画边读，边想边写，记下主
要词语，然后连起来说，也可以静静地想。想好了，在小组
里说一说。(2)先思考，后小组交流。(3)班上交流。六、学
生打草稿第二课时学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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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设计活动。让学生说说自己的
好朋友，介绍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感人的事。让学生回忆说
说朋友之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在“他
为什么没有好朋友”这一活动中，我让学生猜一猜，意在引
导学生联系现实生活，说说哪些缺点不会赢得朋友，指导以
后的行为。

本节课通过交流、讨论、读故事、小表演、比赛、唱歌等活
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感受同学间的友爱之情，学
会和同学友好相处。

二、活用教材

1.教材第二部分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班谁的朋友多？”意在



树立班级内几个朋友多的同学为榜样，找出朋友多的原因。
经过课前调查后，我发现班内每一个同学都有不少好朋友，
不能死搬教材，另外，只树个别学生为榜样，那个别同学就
成了课堂的主角，不能面向全体学生。基于这一思考，我设
计了一个题目质疑，“他为什么朋友多”中的“他”指谁？
然后我让同学们给老师一个回答问题的机会，告诉他
们“他”就是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好朋友。这一回答，让学生都感觉到了自己是课堂的主人，
提升了学生自信。为后面较好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

2.教材第二部分还设计了“他为什么朋友少”的活动。如果
按教材的活动安排，找出班内朋友少的同学并说说原因，学
生们势必会说出许多缺点，并加以指责，那样太伤孩子的自
尊心了。经过思考后，我设计了“冬冬为什么没有好朋友”
的活动，虚拟了一个冬冬。这样既保护了没有朋友的孩子，
又对他们起到了教育作用。

不足之处：

1.在“说说我的好朋友”这一活动中，我本来设计的是“说
说和你的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感人的事”，可是教学中我却说成
“说说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事”，限
制了学生的思维，影响了教学效果。

2.在前两个活动中，学生都很紧张，不敢说，课堂气氛不活
跃。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更加努力的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的
氛围，让学生更快进入角色。

3.在“爱心大比拼”这一比赛活动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但教师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的注意力更关注的是比赛结果而不
是谁更有爱心。在制订比赛规则上再细一些也许会更好。

4.在拓展延伸，指导以后的生活行为上，我还需要再努力做
的更好。以上是我个人的反思，望张主任指教。



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篇三

《她是我的朋友》这篇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课
文先写一名孤儿在炮弹爆炸中受了伤，急需输血；接着具体
写了阮恒献血的过程，生动地描写了阮恒献血时的神情、动
作，真切地反应了这个小男孩献血时的复杂心情，同时设下
了悬念；最后点明阮恒内心矛盾痛苦的缘由和坚持献血的原
因。因此，体会描写阮恒献血时动作、神情的语句，理解他
当时复杂的内心活动，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学习的难点。

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自读课文，在阅读中自由感悟。通过
自读读准字词，理顺文章脉络，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接着，我就把着力点放在引导学生结合
具体词句体会阮恒献血时的情感变化上，通过描写阮恒献血
时动作、神情的语句，点拨学生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提出问
题，深入探究人物的内心活动，体会人物的心情。

写阮恒哭泣的.词语进行一次梳理：阮恒在献血的过程中，从
啜泣一下，到又开始呜咽，再演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
说明了什么？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到随着血液一点一点被抽
出，阮恒感觉自己离死亡越来越接近，所以害怕越来越明显。
这样，在理解了句子所表达的内涵后，再来让学生模拟想象
阮恒的心里具体是怎么想的？有了前面理解的铺垫，后面的
语言说话训练就显得顺理成章，让学生把内心的触动通过感
情朗读宣泄出来，深化理解和感悟。

在教学中，我感觉自己的课堂教学机智还不够，如学生思路
打开后，要讲的很多，我没有那种收放自如的机智，导致授
课时间不足，有些重点部分只是匆匆收场，也没有给学生留
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备课过程中对学生的预设太少了，另
外，板书过于简单了。



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的作文课是一节有趣的活动课――假如我是巨人。

老师准备了一张桌子，让我们站在桌子上，想象自己是一个
比姚明还要高的巨人。老师问谁愿意上来当巨人，我一马当
先，立刻举起了手，成功地当上了第一个巨人。老师问我害
不害怕，会不会恐高，想不想要这么高的'身高？老师刚一说
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并觉得有什么不适，我很希望
拥有这样的身高，因为这样显得我人高马大，与众不同。”

体验之后，我回到座位上，还在想着变巨人的事。我突然想
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变成了超级巨人，我会干什么呢？我
开始沉思起来。

我想：我变成了巨人以后，我一定要去处理解决那些以前我
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我要帮助建设工程的工人们分担沉
重的任务，帮他们搬砖瓦，将水泥搬来搬去。我要将工人们
一个月都完不成的事，一星期就搞定。第二，我要去那些火
灾、地震现场，帮人们逃离灾害，避免受到伤害。

其实，我知道我不可能变成巨人，但做一个普通人也要努力
帮别人，这点是一样的。

如果我是你教学反思篇五

《她是我的朋友》是小学语文新课程第六册第五单元的一篇
含蓄机智的佳作。作者巧妙地设置悬念，先在读者头脑中埋
下一个谜，以引起强烈的期待和追索，继而谜底揭开，真相
大白，使读者从中获得惊喜和教益。这篇课文讲的是战争时
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
毅然冒着死亡的危险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同伴的生命，
当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课文
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实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为



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我把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定为：

1、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按预习要求，想想小男孩是怎样献血的，划出描写小男孩
献血时的神情、动作的'句子，体会小男孩献血时的复杂感情。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朋友间真挚的友谊，树立正确的友情
观。

这节课上我想反映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

1、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2、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对话，以
及尊重学生的意见上）

3、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展示教师的主导地位。

具体的教学过程我是这样预设的：

课前谈话感受生活中因为有朋友而感到快乐，为下面的学习
作好铺垫，也顺势揭示课题。初读课题后，采用填空的形式
理解课文主要内容。

献血的起因比较简单，我就安排学生找找有关句子读读、议
议、评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体会阮恒献血前的复杂心情，
我们一起抓住重点句：“一阵沉默之后，一只小手颤抖地举
起来。忽然又放下去，然后又举起来。”在读中学生找到描
写阮恒小手的动作的词语有：颤抖——举起——放下——举
起，从这一系列动作变化的语句中，引导学生感悟他献与不
献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为了救小姑娘，下定决心举起手来，
以自己的死去换取她的生。在感悟中进行比读、表演读、配



乐读以加深体验。

的痛苦也改变不了他救人的决心，他那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为
朋友牺牲时的痛苦的高尚灵魂也越来越鲜亮感人。此时我还
安排了欣赏臧天朔的《朋友》，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中再次
感悟、提升对“朋友”这两个字的认识。

课堂的生成远比预设来得精彩，也更大程度地考验了教师的
教学智慧。这节课上，自我感觉以下几点没有把握好：

孩子们能快速地找到描写阮恒献血时的动作、神态的句子，

如果我能引导得再好一些，条理再清楚一些，就能节约好几
分钟

时间，那么下面的教学也能更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