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
结 六年级语文教师教学反思(模板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
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几年来，我担任六年级的语文教学，要反思的地方很
多。“班风决定学风，学风决定成绩”，正因为我所教的班
级的班风与学风两者都存在问题，故上期末考试语文成绩很
不梦想。但我作为高年级的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注重抓
好阅读、作文三个方面的教学，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阅读教学：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更新观念，还学生以学习和发展的地
位，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对于学生五花八
门的答案，教师要充分肯定。即使学生回答的幼稚，肤浅，
甚至片面、错误，教师也切忌“一棒子”打下去，而应当热
情鼓励、引导、用心呵护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苗，这对学生的
影响将是巨大的。让学生发展自我的思维，获得审美的体验，
从而提高语文阅读的质量。

在阅读教学中，应倡导“自主阅读——合作研讨——个性创
新”式学习。这一方式的理念和做法是：学生阅读是学习的
起点和基础，是个人独立研读、理解、把握文章的过程。要
让学生反复阅读原文，要边读边想，要圈点勾画，并在阅读
笔记上写出感受、欣赏、评价之类的资料。研讨要在自读的
基础上进行，经过相互交流，质疑启发，深化理解。在研讨



过程中，教师不但要起好组织、指导的作用，并且还要适时、
适度地参与研讨，不能把学生的思路往既定的框子和结论
上“靠”，而要鼓励思维的多向性和结论的多样性，培养学
生多元的思维品质和思维习惯。“创新”是在自读研讨的基
础上，各人把文章资料或形式的某方面和自我的某些生活经
验、文化内存、思想情感等联系起来思考，经过比较延伸、
联想和推测，提炼出某种和“教参”不尽相同的资料，并用
简要的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这个环节的关键是在理解课文
的基础上还要运用发散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等。这一
环节作为高层次的目标要求，教学中可视教材和学生实际灵
活运用。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给学生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课
堂是什么啊课堂是活力燃烧的动感地带，是他们求知、创造、
展示自我、体验成功的平台。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方。学生
的潜力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大的平台。

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光阴似箭，任时光飞逝，我辛勤工作，蓦回首，点滴作法涌
上心头，存在的问题还需努力解决。以下是我的几点心得体
会。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最重要的学习莫过于方法的
学习。搞好了学习方法的指导，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是有很
大的好处的。有的同学为什么老是玩，可成绩却不错，这是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强调上课专心听讲，及时对知识进行巩
固，然后还要及时复习。有人说，聪明与否，在于是否思考。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要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思考。睡前回顾当
天所学，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方法。方法多，但要适用，易
行，便于操作，还要督促学生坚持。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学生的学习要体现自主、探究、合



作。因此我在教学中往往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调整课程
内容，以求学生能尽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完成自已的探究，
真正体现自主性。要使学生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学习劲头，
教师也必须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加以探究，不断更新自己的教
学思想和教学观念，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在教学中，我时而
以读代讲，自主感悟;时而鼓励学生各抒已见，尽情发表自己
的看法;时而采用一些别开生面的方式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收到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由于我班学生知识基础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夯实学生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我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因材
施教，不断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比如，在书写方面，我大
力强调规范性，要求行款整齐，字迹工整，并努力克服错别
字，“规”字右边本该“见”而非“贝” 字，这类似的问题
我进行了大力更正。又如，对修辞手法的判断运用，对各种
句式的.变换，对病句的修改，对生字新词的理解运用，对近、
反义词的积累等，我都逐一进行讲解或强调，以提高学生的
基本技能和语文能力.

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在学习中往往感到“吃不饱”，而成
绩差的学生又常常“吃不了”。这就给我们教学提出了一个
难题，必须保证优生够吃，差生能吃。不然，都会有意见的。
我常常用的方法，在作业中使用“自助餐”的形式，要求必
须全面完成的基础上，优生可以自选一些操作实践题，使之
能够有所为。通过一学期的实践，我觉得这方法十分有效，
来期还将大力推广应用。

本期的教学内容，分为八个单元。在每个单元的教学任务完
成之后，我都进行检测，针对学生存在的知识点问题，及时
解决。对确实困难的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使之掌
握，并能运用。由于抓好了章节过关，本期学生的学习成绩
普遍有了提高。



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老人与海鸥》这篇文章讲述了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的感人
故事，展示了动物丰富的情感世界。课文语言朴实，平凡中
包含深情，令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让学生认识到动物
是有灵性的，它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对它们付出的任
何一份感情，都能得到它们加倍的回报，我是这样设计的。

这节课我的设计理念是结合第七组课文中继续练习用较快的
速度阅读课文，注意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并揣摩作者是如
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真实、写具体的。
在学生的阅读方式方面，我主要以默读为主，重点培养学生
快速阅读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设计中，我主要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默读整体感知课文，让学生思考并概括出课文写
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写老人喂养海鸥;二是写海鸥送别老人。
这环节的设计主要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和为下面的教学做铺
垫。

第二、通过精读感悟课文。主要学习理解“老人对海鸥像亲
人一样。”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我主要通过引导
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使学生初步感知了老人和海鸥
之间的真挚感情，并重点学习作者运用了怎样的描写方法表
达了老人对海鸥的爱。用文中例子说明作者是运用怎样的描
写手法把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真实、写具体的。

第三、拓展资料的补充以及抓住“褪色”一词更体现出老人
对海鸥的深情图片、音乐、感性的介绍，抓“褪色”这个关
键词，都能把学生引入情境中，似乎亲眼目睹那位可敬的老
人。教师又适时出现说话练习，请学生想象十我年来，无论
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每天都怎么样，这么一来，老人的
形象就非常鲜明了。



第四、练笔激发想象，再次点出老人对海鸥的深情。原本设
计这个环节的用意在于再次感受老人与海鸥的爱护、眷恋，
但现在想来这个环节可以放在第二课时进行，一来时间不够
充裕，二来这个练笔对学生来说一时间要完成还是有一定难
度的。

从表面看，这节课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一节好课不仅看效
果，不能仅仅局限在让学生得到在感情上的共鸣就了事。我
深知，在文本中还有好多细节没有向学生渗透。我会根据老
师们给我提出的宝贵建议进行深入剖析，以便进一步完善课
堂教学。

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刚到六年级教学，一切都是那么的不适应，教学进度赶不上，
教学质量上不去。每一次考试都是不梦想，打开考卷仔细分
析，我发现自我的教学漏洞，不是这儿没教到就是那儿学过，
到底应当怎样教学呢?我一片茫然。一日，偶然看到《小学语
文教师》中的一篇《宽基语文：打开语文学习的广阔天地》
一文，让我豁然开朗。

书中说：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宽厚的
文化根基，然而，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从目标到资料到形式
都存在着过于封闭、过于狭窄，过于单一的弊端，学生的语
文根基难以拓宽，人文素养的构成缺少有力的支撑。

所谓“宽基语文”，从语文教学目标来说，就是把语文的工
具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不但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本
事，并且着眼于奠定学生的人文根基，从学习资料上说，就
是以语文教材为依托，打通教材学习与课外阅读的篱笆，让
学生语言学习的资料与大文化，大经典相融合，从形式上说，
就是从课堂出发，打通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篱笆，让学生的`语
文学习生活化，活动化。



据此，在教学第四课时《古诗二首》时，我没有停留在释诗
题，知作者，明诗意，悟诗情上，而是进行了很多的拓展，
让学生明白作者的其它诗句，明白什么是边塞诗，什么是边
塞诗人，有那些边塞诗人，他们有那些作品。一连串的问题，
让学生大开眼界，又调动了学生的进取性，并且在考试中又
得到了实惠。这就是平宽基语文的妙处啊!

六年级语文教师常规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安塞腰鼓》是苏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第四单元中一篇课文，
是陕西作家刘成章先生的名篇。这篇课文文质兼美，语言激
情澎湃，铿锵有力，思想内涵丰厚，特别是其中一些写意的
语句，含义深刻，发人深思。“安塞腰鼓”是陕北高原特有
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而这
一切均与陕北古老的历史有关，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对
于不熟悉、不了解这一民间艺术的我们这里的六年级学生来
说，要想透彻理解文本的全部内涵，是有一定难度的。

根据学生实际，我设计的教学环节是：看腰鼓表演的视频，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跟随视频范读，反复朗读课文精彩段落，
感受安塞腰鼓的磅礴气势；品味贯穿于文章始终的修辞、想
象，感悟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
赞颂。

这堂课的教学，我认为有几处是较为成功的：

新课导入，我播放了“安塞腰鼓的频，让学生认识什么
是“安塞腰鼓”，感受安塞腰鼓的豪放和火烈，学生一下子
感觉安塞腰鼓近了。之后让学生聆听一段配乐朗读，随着诵
读者抑扬顿挫的朗读，学生们感受着生命的激越，课堂氛围
完全为腰鼓声所感染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扫除完生字新
词的障碍后，我请学生们齐读课文。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
朗读是多么的到位，哪段该平和，哪段该激昂，哪段该舒
缓……简直可以用“声情并茂”来形容。我心中暗喜，一个



教学目标达成了。恰当的情境，点燃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深
化了学生对安塞腰鼓的理解。

精读环节中，学习重点落在品味语句。学生自主朗读精彩的
段落，品味自己喜欢的语句。识别排比句、比喻句，品读排
比句、比喻句及意味深长的语句，体味其中的气势、节奏和
激情，在朗读感知。通过朗读品味，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更主要的是，让学生自主朗读品味中得
到语言训练和技能训练，充分感悟到了文章的魅力，感受到
了文章的语言美、音乐美、人物美、情感美，从而培养和提
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

当然这堂课的教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指导朗读
这一环节，我的形式过于单一，朗读指导还不够充分，如对
重音、语调的指导只停留于示范，而没有具体指导，效果不
是很好！这篇文章所传达的内涵，确实也不是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能够真正理解的。对主题的探究还不够，没有引导学生
从多角度更深入的探究。所以，课文虽然上完了，我也把自
己的了解传达给学生了。可是我却没有把握，学生真正领悟
了多少。这是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