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 我的老
师教学反思(汇总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什么样的总结
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
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
乐趣。”

无论思考讨论什么问题，都要立足于自渎，引起思考。在
《我最好的老师》教学中，我以读为本，先让学生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思考：“‘我’最好的老师是一位怎样
的老师。”然后抓住“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
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这句话引导学生自主品读，
咀嚼课文的重点词句，力图带领孩子们层层剥笋似地深入体
会从一堂课到每堂课，从课堂到课外，怀特森先生用独特的
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和科学的
怀疑精神，影响了孩子所有的学习方式和人生导向，从而体
会怀特森先生确实是最好的老师。

文路和教路是为学路服务的，回顾本堂课的教学，考虑到这
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针对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我力求削
枝去叶，理清课文的主线，凸显主体，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在整体感知课文之后，我开始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哪
些地方可以看出怀特森先生是一个教学方法独特，很有个性
的人。”交流时原本认为学生可以抓住重点语句品读，没想
到，学生几乎把整篇课文都说到了，交流到最后，就显得有



点繁琐，从而影响到整堂课的`教学效果。

个教学方法独特，很有个性的人。”那情况就大不一样。

语文课不要把教学环节设计得过于复杂，要找准问题的切入
点，才能把复杂的内容变得简单明了，使冗长拖沓的教学过
程变得便捷。

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1.扎扎实实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始终抓住二年级的教学目标，
把生字教学落在实处，认读生字时的同桌互查，保证人人识
字要保底，提出读不准的字重点讨论记字方法，真正学会生
字，会学生字，不走过场。课堂板书让学生跟写，都对学生
识写字也大有裨益。

2.简简单单教语文：关注学生特点，教学难度把握恰当。因
为是二年级上学期，在教学过程中把握好理解的深度是教学
顺利实施的保障，不人为拔高学生的理解，不强求学生能够
一次回答到位，注重缓评价、积极评价。这样，可以比较有
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成年人在读这篇课文时，会读出
很多东西：居里夫人的平和谦虚，老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
人的才华成就与品行等等，但孩子就是孩子，老师的理解再
深刻、再丰富也只是老师的，孩子天真的小脑袋里还思考不
出过于深奥的思想，学生感受到了居里夫人对老师的尊敬，
能把这种感受读出来就可以了。本节课也没有采用课件，因
为居里夫人的肖像挂图平时就在走廊的墙上挂着，拿下来一
看就可以了，生字词和重点句子写到班班都有的小黑板上更
方便。而导入时通过教师绘声绘色地描述，学生完全可以了
解居里夫人的巨大贡献，了解人们对她尊敬的心情，为全文
的学习奠定基础。

3.本本分分练语言：让学生用不同的方法理解词语，明白了
才会记，才会用；在充分的朗读中体会、感受，并通过朗读



表达；针对课文抓住人物语言、动作、神态进行描写的特点，
先原文填空，引起注意，再设计说话练习，先观察表演，再
同桌练说，标准不高，难度不大，但学生收获的是实用、基
本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1.说话练习的不够充分，应该再请一名同学说说。

2.提问的面还有些窄，虽然在同桌读字、同桌连说等环节中
保证了面向全体，人人参与，也给了大量的读字读词读课文
的机会，但单独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学叫到两次，甚至
三次，而有些同学一次也没站起来过。

加强学习！一是学习专业知识，比如课堂上学生提到
的“席”字如何识记，现在查阅资料得知：席——“本义:供
坐卧铺垫的用具。会意。从巾,庶省声。天子诸侯的席有刺绣
镶边,故从巾。席用来待广大宾客,故从庶省。”如果课堂用
孩子能听懂的话简单讲讲，孩子们一定会牢牢记住。二是加
强专业技能的修炼，内心的修炼，一方面掌握一些调控课堂
和自我调节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修炼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
切学生的真心。

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我在实施《我的老师》这一课的教学时，分为三个板块来进
行。一为概括本文叙述的七件事；二为从具体的语句来探讨
蔡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三为找寻“我”抒发自己对老师感
情的句子进行分析。我一方面想多方面的训练学生的能力，
包括概括能力、寻找材料的能力和分析理解的能力，但是时
间却很有限。

我在展开第一个环节时，采用的是小组合作的方式，我觉得
学生在概括事情的能力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此时的交流是必
要的，但是在学生全班交流时我就觉得交流的内容太长，学
生难以听过就记得别人的发言，一直觉得“七件事”学生在



展示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一时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在王庆华老师的指导下，我茅塞顿开，让他们上黑板展示，
把黑板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除此之外，还有我的知识点铺得太开了。既涉及概括事件又
涉及具体的语句，或许一堂课就把一个知识点讲深讲透就好。
这节课的重点不突出，抓详略得当可以再深入到为什么要详
写第六、第七两件事。这让我觉得自己的思考还不够，面铺
得太宽，但是不够深入。

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刚讲完课时，自己虽然对讲课效果不满意，但心里还是放松
了许多，觉得之前的折磨与煎熬终于可以了结了。看到室外
阳光明媚，终于有心情抬头看看那蔚蓝依旧，广袤依旧的天
空。

但这种轻松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取而代之的便是对于这
堂课的各种想法、念头不由自主地涌现脑海，仿佛这不是终
点，而是起点。

首先冒出的感觉是自己对这节课的准备还是不够充足，尽管
之前一直煎熬，还是没把沙砾磨成珍珠。

备课时，更多的是在备自己，备教材，备知识，而对学生的
把握和了解却不够深入也无从备起，便导致上课时不敢放手，
学生便从课堂的主体变为被动的接受者。所以以后要在深入
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相信学生，敢于放手，这样才能培养学
生自信，唤醒学生创造力，使学生在学习中摆脱对老师的依
赖心理，更加从容，自信有尊严地学习。

对于多媒体的使用，也让我感触颇深。多媒体是教师教学一
个重要的辅助手段。课件是教师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的工具和



手段。但由于不经常用，导致讲课时，它不仅不能增光添彩，
反而成了一种羁绊，一种禁锢。就如一个经常走路的人，突
然骑上了自行车，刚开始时左歪右扭，全然没有了走路时的
洒脱与自如。但是长久来看，还是要练就娴熟的车技，这样
才能走的更轻松和长远。

还有就是讲课时间与节奏的把握上，也是自己在教学中需要
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是自己的主观愿望很丰满，而现
实的课堂生成却很骨感。自然的课堂生成犹如晶莹的露珠，
需精心呵护让其滋润课堂，不留意或驾驭不好便会一朝风干。

星期四下午，我带着困惑参加了五年级语文组的评课教研活
动，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对我和孟弋卜老师的课作出了精彩
的点评。特别是冯亚红主任，点评严谨透彻，用当时在座老
师的话说，大有于丹百家讲坛的学者风范。各位老师的交流
分享，使我心中困惑大减，思路更加明晰。

会后，我特意上网查阅了20xx国家正式发布的“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共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
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大要点。要想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
师首先要更新与树立自己教学理念，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自
己的教学中去。

总之，一节好课的生成非常不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
面的紧密配合。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与
心血的双重打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艺术我的老师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我最好的老师》是六年级下学期第五组课文中的一篇略读
课文，课文讲述了“我”六年级时的科学课老师怀特森先生
的故事。他用出乎意料的方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判
断的能力和科学的怀疑精神。本文语言通俗，道理明晰，主



要采取“由具体事例说明道理”的写法。

这篇文章无论从标题，还是到内容，都能够引起学生情感上
的共鸣。

因此，教学导入时，我先以“你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
的？”切题，待充分交流之后，我便引出了“作者心目中最
好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将学生带进课文。

在学生从整体上了解课文以后，便引导学生找到文中对怀特
先生评价的句子----------“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
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以此展开了重点内容
的突破，学生自然谈到了怀特先生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出人意
料的举动。我顺势引导学生体验：如果你是怀特森老师的学
生，面对这种种出人意料的举动，你会怎么想？你可否有与
作者同样的心情？哪些词语才足以表达你当时的心情？此三
问的目的其实有两个方向。其一：给予学生畅谈认识的机会，
如果学生能够谈到“感激”，想必他们已经读懂了文章蕴含
的道理。其二：体会作者当时的情感，引导学生抓一些关键
词语来体会，并能够有感情地朗读。

最后，要理解怀特先生事例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直接可以从
书中的总结可以得知。但文章中“以具体事例说明道理”的
写法的'理解倒是挺陌生的。我的做法是让学生找到文中所提
及的科学精神，然后问及“结合文中故事，你是怎样知道这
些科学精神的？”待学生谈论时，我再顺势给他们概括“其
实，同学们刚谈论人物的科学精神时，都是在具体的事例中
体现的，这就是一事一议的写法”。

在教学的结尾，我还设计了一个小练笔：你喜欢这样的老师
吗？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说说你的看法。从学生上交的练
笔作业来看，除了几个学生认为这样会让学习不好的学生无
所适从外，其他人都从不同侧面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有的甚至还引经据典呢！



我发觉，在整个导学过程中，与其说是我引导学生经历了一
次情感的转变，还不如说是学生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教学的
一种觉醒：无论授人于鱼，还是授人于渔，都必须激发其强
烈的求知欲，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每堂课都是“冒险”。一旦
拥有了“学习兴趣”这位“最好的老师”，教师的教就成功
了一半了。对于那些循规蹈矩不爱动脑或者调皮捣乱根本不
想学习者，不让他们的大脑“睡觉”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