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青山不
老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首先我是挑了一篇十分好上的课文（这也得益于教导的提
议）。这篇课文是本册教材中最短的，所以学生预习也较到
位，并且课文简单易懂，比较容易处理。

说到教材处理，也没有花太多的脑筋，因为课前的阅读提示
中就已经有3个问题了，我只是加了第一个问题：从那里感受
到这位老人确实年岁很大，很老了？目的是与后面创造的奇
迹产生强烈的比较。

说真的，我在上课时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比如：应对学
生的回答，有时应变不够，时间安排上也不是特别恰当，有
一个环节甚至把读的顺序也搞乱了。反思一下，主要还是自
己的临场经验不足。

我想：之所以大家只捡我的好处说，主要还是出于对我的鼓
励吧，在此深表感激。但我清楚，自己的课离“好课”还有
很大的一段距离，还需要不断努力。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青山不老》是一篇阅读课文，而语文阅读教学其实就是一
种对话，而对话的实质在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走进文中
情境，感受文本形象，感受文本或悲壮、或优美、或激昂的



美的过程。对于略读课文，这应该放手让学生透进语言文字
自主感悟。

上《青山不老》这一课时，我在总结前几篇阅读课文教学和
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后，试着把握好阅读读文教学的“度”。

通过本节课证明，学生是不能完全放手的。因为小学生，他
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与学习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老师适时、适
当的指导。但是，略读课文也不能过多的指导，以前我总是
放不开手，生怕学生什么也不会，而过多给予引导，这样就
大大束缚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了。

本课教学时，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抓住重
点问题“老人在什么情况下创造了奇迹”和难以理解的句子，
“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等，进行启发，
把握引导学生的.“度”，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同时本课还找准了切入点，引导学生联系实际学习。

联系实际、际深入思考是本课的一个成功之处。通过本个切
入点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深入思考。第一个是开课开始
增强感性认识，引导学生联系资料或实际情况谈晋西北沙化
现象，引发思考。第二个是在感爱老人生活艰辛时，让学生
联系自己家庭生活情况想象如果只有“三间房”什么家具也
没有的情况下您会怎么过？还让学生想象一下自己的爷爷在
子女三番五次接他进城而他却坚持在山里生活时，你会对爷
爷说些什么？通过这种想象，使学生体会老人的精神。

教无定法，但对阅读课文老师的恰当引导会让教学收到较好
的效果的。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这一课的阅读提示是默读课



文，想一想这位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一奇迹是在什么
样的情景创造的；联系课文资料，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说‘青
山是不会老的’。这句话为我供给了这篇课文学习的流程：
默读思考交流。

是个奇迹啊！他们还在回味。第四阶段是引导点拨阶段。理
解青山是不会老的是本文的中心，也是需要精处理的地方。
我为这个点设计了几个台阶：先请学生说说老汉改造山林的
作用（品读第1自然段和第5自然段），山林的重要作用为学
生的理解奠定了基础；理解另一种东西，经过与山川共存与
日月同辉的表层意思和内在含义，体会到这另一种东西是老
人与环境斗争的不屈精神，绿化家园、保护环境的精神，造
福人类的精神；最终水到渠成理解青山是不会老去的含义。

这堂课我比较满意是因为学生学得比较简便，并且目标也完
成得比较到位。细想教学过程，我认为自我成功的原因在于
抓住了学习重点，有略也有精。正如叶圣陶先生说的略读如
果只任学生自我去着手，而不给他们一点指导，很容易使学
生在观念上发生误会，以为略读只是‘粗略’的阅读，甚至
于是‘忽略’的阅读所以略读也需要精读，仅有这样才能提
高略读课文的有效教学。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

早晨，和南楼小学六年级四班的同学一起学习了《青山不老》
一课。到现在心情还是难以平复，不知为什么那么容易感动，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过程，那位老人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盘
桓，他的坚毅不屈、无私奉献、拳拳爱心……当然，更令我
佩服和感动的是眼前这群孩子，你听他们的学习心得多么深
刻：“老人15年如一日创造了这片奇迹，他把自己的双手、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无限的价值——不老的青山。老人的精
神真的好令人佩服！”“多么无私的老人，他已经与这片青



山融为一体，相互依存，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但
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

课文学到最后，孩子们对老人的那份情怀已然透彻地理解，
于是就势让孩子们有感情地读，在悠扬的乐声中，那片绿意
荡漾的山林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一个女孩子说：“我仿佛
听到了鸟儿在唧唧喳喳地歌唱，歌唱这美丽的绿洲，歌唱它
们美好的家园”“我仿佛看到了每一片树叶都闪动着生命的
光”一个女同学补充；“我还听到了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好
美！”小胖墩儿真挚地表达内心的感受。

至此，孩子们对老人15年如一日创造的这片山林充满了喜爱，
对老人充满了敬重与钦佩。读到作者梁衡看着老人的背影，
鼻子不禁一酸这句时，同学们的情感已经达到高潮，有人说：
“老人给子孙留下了一座青山，同时也留下了一种永远不灭
的精神——无私奉献、坚定执着”；有人说“是啊，这精神
就像文章中那句话‘有了这黄土，绿树才得以生长，有了绿
树才守住了这片土。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老人和这片青
山，互依互存”“老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这片热土！”

最后，用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诗作为这节课的结束“有的人活
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全班齐颂八个大
字——“青山不老，精神永存！”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即通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迹，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
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

一、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阅读提示的
要求，我紧紧抓住课文的三个问题：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



这样的奇迹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说说青山不老的含义整
个课堂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并且层层深入，感受老人的
精神教学过程清晰，流畅，重点突出。

三、重视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我是让学生在充
分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句，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进
行理解概括，这样既训练了学生的.概括能力，又体现了语文
的工具性。

2、课堂上学生的朗读不是很到位，学生小组讨论的时间不够
充分但是老师缺少有感情的读的引导，齐读的形式多样，但
未让学生读出应有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