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听课笔记 语文听课笔记初
中(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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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听课笔记篇一

重点字词的音、义。（结合课文理解词义比较好。）

这些景物给人什么启示？

使用了什么写作手法？

本文的结构是显而易见的总-分-总。分的三个部分都是前写物
（景）后面感悟哲理，在这里应该让学生感悟到，从而为下
面的解读服务。

1、学生配乐朗读第一部分的第一段。领读与齐读相间。

2、教师改写第一部分的123节，让学生比较。学生找出老师
少写的句子。（教师如果要找关键的句子来品析，不需要通
过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提问。即：小白花是以怎样的姿态生
活在怎样的环境中的？）

3、哪些词语应该重读？有什么好处？

我的点评：这个板块把写作手法、朗读方法、文章的中心杂
糅在了一起。老师问学生答，学生被牵着鼻走，学得比较被
动，没有生成，感觉课堂没有活水。这个板快就是让学生找
出展现在眼前的图画美、分析精神之美、感悟哲理之美。第



一部分教师领着学生学，第二部分可以放手让学生学使用摘
书卡的形式学习，第三部分也可以用检测的形式来学习。思
考：面对同样的结构的片段，应该怎样做到教学方法的灵活
有异？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使学生的能力能有坡度的得到
锻炼，使课堂越来越有活气？形式不同，侧重点不同。

4、依照此法学习第二、三片段。教师讲得太多太碎了。

写自然中的一物感悟哲理。

语文听课笔记篇二

1、 听老师范读，孩子们展开想象：你看到了什么景物，看
谁看到的多，看到的景物最美。

师读后生汇报：你看到了什么？

生1：我看到两只黄鹂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师马上在黑板上板书简笔画，你是从哪里看到的,请读读，全
班齐读

生2：我看到了多年未化的积雪。

那老师要画应画远还是近（远）齐读

哪里的雪（成都西岭的雪）

理解窗含（看教室窗外，象窗子框起来因而用了一个含字）

生3：我看到了遥远的东吴门口停了许多船

师板画，生读出远的感觉

生4：我看见白鹭



师：应画在哪？（远）怎样读？（飞得有劲）

师：难道我们的大自然就这样单调吗？请再读，你好象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生自读，师启发：开动你的耳、眼你又发现了什么？

汇报：生1：我看到了春天

师：你从哪里知道的？生1；“翠”字

师：从诗中你还看到了什么？

生2：码头（从门泊看出）

生3：房子（从窗含看出）

生1：听到鸟叫

生2：我听到船的汽笛声

生3：流水的哗哗声。（师：你的耳朵真灵）

生4：我看到长江很长，还有船在往这靠。

师小结：我们想象后，让树有了绿色，鸟在叫，这叫有什么
有什么？

听课后点评：

1、读的形式多：初读——个别读——评价——评价过程中
读——齐读——范读——想象景物中读——读中打开耳、
眼——夸夸诗读——读出感觉。

2、想象诗的画面——展开从诗的字中你看到、听到什么？让



画面更丰富。

3、小结（有什么有什么）孩子概括令人折服。

4、 师声情并茂将生自然引人诗境中，学生利用多种感官体
会到诗的美，好一个“有诗有画”呀！

5、 读、听、看、想后再落实每一句诗意——水到渠成。

6、 考大家让学生获得成功感。

7、 读、听、练。

语文听课笔记篇三

听课记录要分清主次。听课应该以听为主，要把注意力集中
在听和思考上。以下是语文听课记录范例，欢迎阅读。

一、激趣导入

1、教师板画鲸，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今天我们到浩瀚的大海去看真正的鲸。(播放录像)

3、看到这翻腾、跃动的鲸，你最想知道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2、检查生字，指名读

肚肺腭胎

发现了什么?



生：都是月字旁

生：都是身体的某一部位。

3、教师指导书写生字。

请学生上台把这些生字写在板画上。

4、指名朗读课文，检查学生读书情况，读中纠正字音，指导
学生抓住关键字关键句，懂得读书时要抓住重点。

(1)鲸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用了个字把它写在手掌上。

大，把一段话读成一个字，了不起。

(2)指名读第2自然段，把它读成一句话。

鲸是哺乳动物，不属于鱼类。

(3)指名读第4自然段

这节第一句话与其它自然段有什么不同?(设问)

三、学习第三世界自然段，了解鲸的大，认识说明方法。

1、能换一个词说鲸大吗?

生：巨大

生：庞大

生：庞然大物

2、特别大、非常大、极其大，大家说了很多大的词，你看，
课文有这样写大吗?把写大的词句找出来。



为什么同象比?

生：象是这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你能真的能到鲸的嘴里去吗?

生：那是假设

3、聘请高级解说员介绍一下鲸的大。

4、第一自然段介绍了鲸的什么特点?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语文听课笔记篇四

几何题目讲评

一节课讲了三道大题，都是以学生写，学生评改，老师引导
提问的方式进行的。

邱老师的教学风格很纯熟，指示清晰，看得出来是一位经验
丰富非常优秀的教师。

下面讲讲我印象最深刻的三个点。

1、简洁，简便。所以在同学讲了几种方法，迂回曲折之后要
给予提醒，这对学习较困难的学生是有好处的。而且讲的学
生声音太小，画线又多又乱，看着很不舒服。

2、用日常经验理解难懂的概念

邱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n边形的对角线有多少条。
同学们想了一下，也做了许多猜想和演算，还是未能得出。
邱老师运用“握手”的概念，说明“握手的时候，双方伸出
手，但只算一次”，所以从一个角发出的a条对角线，应该要



除以二。那么有n边形n个角，就应该是an除以2。那么一个
角发出的a条对角线之前学生已经用图形推导过了
是“a=n—3”，所以总的对角线数量应该是n（n—3）除以2。不
过邱老师没有板书，所以有些学生只是听不一定能听得懂。

3、提醒学生步骤要明确，步步推导，不要缺少重要的部分。
另外邱老师做的比较好的地方还在于他认真地走到学生中间，
知道哪些学生在哪些步骤上出错，犯了哪种错误，能够点名
说出，引起学生的注意。这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邱老师作为级长，他的声音指示都是清晰易懂明白的，而且
能从学生角度出发，照顾学生的感受，对激励学生，纠正学
生的不良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数学困难真是困难。但是解决困难以后，却是非常快乐的。

1、直线思考，没有列举方法的可能性。

方法有很多，不应该是在给完一种方法之后才提出来。因为
这不符合人的思维方式。人进行思考的时候，首先是观察，
再寻找规则，进行运用，验算。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想的
过程就是思维发散的过程。当然考试的时候时间有限，找到
一种方法就要匆匆用上。但是久而久之，会养成不良的习惯，
也就是思维定势。但事实上，题目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学
生在遇到更有难度的题目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
出现“卡壳”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这样讲，在算面积的时
候，我们有很多方法，要视乎条件而定。有……方法，这种
要证的条件看起来有点多，我们先放一放。这一种方法比较
简便，应该用这一种。好像有一种更为简单，而且特别，这
种也不错。最后选择自己最好用的，最熟练的。

2、会运用规则，但不懂规则。

或者说是不能理解规则，更进一步，是不能用自己的话诠释



规则。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找对角线的总数要减去重叠的数目。
但是并没有一位同学能联想到类似“握手”的诠释。这是一
种类比的思维，也是我们人运用工具，学习规则最常用的一
种方法，但同学们好像沉浸在规则里，却把规则的推导，把
规则到底是怎么来的给忽略了。就算不能用数学的方法进行
推导，用生活中的原理来做诠释也是一种好方法，千万不要
舍近求远。这是针对解题的。如果你是学习，那当然可以慢
慢来。

做数学题有点像在森林里迷路了。大家都在找路（观察、运
用、验算）。有的人很快就能找到。有的人另辟蹊径，有的
人利用工具（辅助线等等），有的人还在徘徊不定。但是大
家都很急切，因为找不到出口，生存就成了难题（听不懂，
意味着不会做，也就意味着成绩差，这是非常明显的，影响
着自信，对自己产生怀疑）。

学语文就好像建房子。首先搭建一个架构，往里面放东西。
多简单的居所也能住人，当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住豪华的
大房子的。每一个人的房子风格各异。所以大家学语文不急，
睡个觉，起床再装饰一下。刚开始大家都差不多，没看出哪
个特别好，哪个特别差。（当然这是对于智力水平正常的同
学来讲）

所以我看到很多学生做数学题，有的喜欢用铅笔，画了又擦
掉。有的喜欢用黑色的水笔做标记，想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有的简单的就动手指。我的建议是，便于区分，你可以用其
他颜色的笔来做标记。或者把图拆解开来，画在旁边。一定
要找最省力，最清晰地方法。你以为你日常所做的已经足够
了，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习惯的养成，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

语文听课笔记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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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xx

xx市北大附中南山分校

《岳阳楼记》

（一）、全班分组收集岳阳楼记对联，利用多煤体展示图片
及对联。如“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并解释对联的涵义。

（二）、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以往的作家所写的岳阳
楼记进行对比。

（三）、导入

（四）、齐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