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汇
总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今天，听了两位优秀老师的课，实实在在的语文课堂让我对
小学语文教学有了更深了解，每一节课都让我有所收获。下
面就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一、教师语言有魅力

当我听着这些教师的课时，她们的语言亲切和蔼，它能带领
学生欣赏中国地图，引出狭小的课堂，深入人的心灵深
处……在教学小学三年级苏教版《北大荒的秋天》这一课时，
让学生一边观看图片，一边欣赏，声情并茂的语言勾起了学
生爱国的思绪。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语言更是一门艺术，
谁能将它演绎得好，就能抓住学生的心。再者扣人心弦的过
渡语言，激发了学生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与热爱，为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倡导“自读感悟、开放引导”的课堂

新课标中说到：学生的自读感悟是第一位的，教师的引导调
控是第二位的。着眼于学生自主发展的阅读教学，应该是一个
“先学后教、先读后导、先放后扶”的过程。”我想，《你
把鱼放掉》一文的教学过程就是这种教学模式的一个充分展
现吧。



本课教学有这样三个层次：

1、初步综合阅读阶段的自读感悟;

2、局部分析阅读阶段的自读感悟;

3、深入综合阅读阶段的自读感悟。

三、评价语言的收获

两位老师评价学生的语言是那么贴切、适时、到位，老师评
价语言丰富，适时、到位，我记下了这些美丽的语言：没关
系，学习就是从不会到会;通过看看，听听，生活中就会学
习;你最聪明，会听就是会学习;会发现就是会学习……这些
激励的语言没有任何浮夸之气，听起来顺耳、自然，连我都
觉得内心深受鼓舞、激励，别说孩子了，在以后自己的课堂
上，也要让我的学生感受到这样的语言。

两位教师的语文教学真正体现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体
现了“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她们的课不但具有“灵”性，
很扎实，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文化素养很重
要，需多多读书，不断丰富自己吧，这次听课学习对我自己
是一次提高，也是促进，在以后的日常教学中，我会努力上
好每一节课，向身边的优秀教师学习。

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20_年11月22日，我校为了打造教师，语文组进行了听课评课
活动,给我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由于课程的限制,我
仅听了八节课：邱光龙老师的《桃花源记》、易晓寰老师的
《化石吟》、李文胜老师的《苏州园林》支玉老师的《答谢
中书书》、张值升老师《散步》、刘珍良老师的《那树》、
朱桂谷老师的《天上的街市》、刘伦老师的《泊秦淮》、课
堂上教师成熟与教姿、教态、教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的思维的活跃，更让我在这几堂课中，看到学生的主体
地位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一,备课的精心和设计的新颖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才认识到
《化石吟》这篇文章原来也可以这样设计的,那优美的朗读更
让我心动!使我明白一切的手段都可以用来服务语文的教学。

第四，注重有效地延伸，领悟其义。在拓展延伸这一部分，
张值升老师在《散步》这一课、让学生更加深刻透彻地体会
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这一重要含义。课堂上
只有教师的精心指导才能造就课堂深层次的`延伸。

其次，就是老师所特有的魅力，比如说教师的语言。在上课
时，这几位老师的语言魅力深深的折服了了我;尤其是课堂教
学评价的语言，对学生回答问题或对其课堂表现进行评价时
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评价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着课堂教
学效果。新课改提倡多鼓励、多表扬和多肯定学生，帮助学
生享受成功的喜悦，树立深入学习和研究语文的信心。老师
和学生都是评价的一员，学生的自评和互评能让学生明白自
己的得失，反思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缺点，学生的这一
过程是他们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我一直苦于课堂语言，尤其是对学生的评价。而在这
一环节中，几位老师也都对学生的回答做出了相应、合理的
评价。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的多维评价：“虽然你
说得不完全正确，但老师还是要感谢你的勇气和胆
量”，“你说的观点很有创见，非常可贵，老师想请你再响
亮地说一遍”，“这个地方你再读上一遍，老师相信你一定
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以上这些评价，我认为既是对
学生感悟结果的评价，也指向了学生的感悟态度，指导了感
悟的方法。同时，其激励的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课堂上
用我们欣赏的眼光、赞赏的话语去激励学生，只要用心去做
我们是能办到的。

听了这几位教师的课之后，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当



在课堂上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让他们从小养成一种良
好的习惯。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课堂上慢慢地培养学生合
作讨论的方式，使自己的教学不断地充实。同时，我也深刻
地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感，在以后的教学中，本着
吃透教材，吃透学生，提升自身素质去努力，不断学习，博
采众长，充分提升学习机会，学习百家而顿悟，积淀教学素
养，使自己不断成长。

总之，这一次的听课学习，让我对自己平时的教学有了更深
刻的反省和更高的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素质，不断
地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博采众长，充分利用一切学习机会，
多对比，多反思，提高自己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并真正地
达到教育的理想境界——“寓教于乐”。

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篇三

我非常荣幸参加了桃江县小学语文新课改教学成果展示与交
流活动，聆听了三位教师的课，实实在在的语文课堂让人对
小学语文教学有了更深了解。每一节课都让我有所收获。这
些课不仅有思想的深度，也有教学技术的娴熟。他们对教育
理想的追求，对教学艺术的追求，对新课程理念的诠释都渗
透在每个教学行为中，因而每个教学细节背后都隐藏着重大
意义。下面是我听课的几点深刻感受：

一、教学活动重“实质”。

如刘小华老师在执教二年级语文上册《识字6》时，就给我们
展示了从识字到写字再到读文悟情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很
扎实，反复巩固，不急于求成。

二、教学方法注重“体验”。

如丁双艳老师执教的《跑进家里来的松鼠》，和胡芳老师执



教的《搭石》都特别注重了学生自己的感悟，谈体会，充分
张扬了学生个性，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师善于聆听，并
作及时点评，为课程改革中的孩子们喝彩。

三、教学环节有“灵性”。

语文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感性认识，体现最多的就是美
感在三堂课中都有一些环节注重人视觉、听觉上的美感。好
生动的动画，好听的音乐，教师富有亲和力的语言等都很赏
心悦目。

四、充分运用了“校本资源”。

如《识字6》教学中在让学生理解“雪中送炭”这个词时，就
播放了发生在本校的一件真实的事。讲的是全校师生为本校
一位患重病学生捐款的事，还用他们捐款多少，学生感受很
深。

我想好的课堂教学与教师充分的准备，对教材的学生的充分
了解以及一定的教学经验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有些课堂
中能充分把握教学细节，彰显教学的深度，课堂就会显得更
加光彩。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多改进我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多向老师们学习，争取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有较大的突破。

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篇四

第一、吃透教材是最根本的。听完几位老师的汇报课后，我
认为他们对教材的把握都有其独到之处，都能抓住题眼，一
步步的深入文本。朱丽华校长亲自上阵，在教学《人物描写
一组》时，她先以评书的味道朗诵了《红楼梦》中描写王熙
凤外貌的语段，生动形象，别有韵味，受到了大家的赞赏，
指导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为学生的读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课中，她抓住经典著作中，形象的人物描写，引导学生对王
熙凤的“辣”进行细致的分析。最后，她从不同角度引导学



生，以文带文的形式，对人物的拓展品读，即对严监生和胖
墩小嘎子的品读，激发了学生的无限乐趣。整节课在朱校长
优美生动的语言中层层展开，使听者回味无穷。

第二、注重启发式教学，让学生主动学。新课程标准要求让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是这个主体的引导者。这几位老
师都充分的做到了这点。例如汪老师《望天门山》时，通过
课件的设计，精彩的品读，引发学生边读边想象，体会了祖
国的大好河山的美。

第三、注重引导学生朗读。大部分老师都非常注重指导学生
朗读，但决不是为了读而读，而是在体会情感的基础上去读，
并且对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范老师和王老师的同课
异构，老师在上《掌声》这课时，首先让学生大声自由的读
并找出描写掌声的语句，体会那掌声热烈而持久的情感;再读
课文，让学生找出掌声响起的原因;配乐读，让学生深情并茂
的体会英子的感情升华。学习中还穿插着齐读、分组读、示
范读，进而激发同学阅读兴趣，让学生在阅读中更好的领会
文章所表达的爱的精神，层次非常清晰。

第四、注重学习习惯的养成。很多老师会在课堂上穿插着一
些学习方法，让学生收获这些学习的方法，当他以后遇到类
似的问题时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例如叶老师就要求在
正文学习前为每段标上序号，便于在学习课文时迅速找到所
讲的内容。她还要求在读文章时对有生字或读不通的句子多
读几遍，这样就能“读书百遍，其意自见”。老师在学生阅
读的过程中及时的纠正文字的发音，潜移默化的教导学生字
音要读准的习惯。还有的老师一直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
做好批注，有利于培养学生集中精力的好习惯。

第五、亲切的评价语言。几位老师评价学生的.语言是那么贴
切，到位，如有的老师运用“你最聪明、你会更加努力的、
我的孩子，你真棒、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答案了”等来鼓励
学生。这些朴实，自然的语言，对我感触很深。在以后的课



堂上，我也试着让我的学生感受这些美丽的评价语言。

通过此次活动，我对语文教学应是动情去读去感受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但是还有一丝遗憾：由于时间关系和活动的大型
性，有些好课，特别是网络作文的读写联动课没听到。

培养学生去有意识的修辞炼句，善于发现、善于反省和领悟
情感。这些能力的习得需要语文老师去教，去想方设法的教，
多种形式，但要求实效。我想我是应该阅读更多的书，更努
力地钻研教学这门学问了，还要从心底爱上这门课。

第六、今后努力方向

1、必须不断地学习。我们常说，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首先
自己要有一桶水，而现在仅有一桶水已经不够了，教师要有
不断流淌的源头活水，这源头活水来自哪里，这就需要我们
老师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电。新课程实施后，对老师的要
求越来越高看，要求教师要专业化发展，要学习新课程理论，
转变教学观念，改革课堂结构，加强自己的教学基本功训练，
特别是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而所有这些，
都离不开学习，我们要学习新课程理论，要走理论加实践的
道路，要让新课程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实践，要把新的理
念渗透到所有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做一名新课程理念的忠
实践行者。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自己的视野，就要不
断地阅读，要博览全书，要坚持阅读名著、阅读经典，让这
些名著、经典来启迪我们的思想，陶冶我们的情操，提升我
们的语文素养。

2、要转变教学观念，做新课程忠实的实践者。在传统的教学
中，教师一直是知识的权威，学生是被动地学习，学生是知
识的容器，课堂是教师表演的舞台，教师在讲台上讲的滔滔
不绝，而全然不顾学生的感受，现在，需要我们要转变自己
的教学观念，要转变自己的角色，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合作者，我们要蹲下身子看学生，要平等地跟学生交流，要



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为
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树立新的评价观，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总之，这次听课学习，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
必要性与紧迫感。在以后的教学中，本着吃透教材，吃透学
生，提升自身素质方面去努力，不断学习，博采众长，充分
利用学习机会积淀教学素养，亮丽自己的教学生涯。立志做
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小学语文课程听课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叙述故事与描写环
境，形象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叙述性文学体裁。在小学
阶段，重点要让学生了解小说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故
事情节。执教《穷人》这篇课文的老师首先在导入之后就问
道：“通过预习，文中写了那些人物?”根据学生的回答板
书“渔夫”“桑娜”，直接明了的点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紧接着指名学生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并在多媒体课件上出示
了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让学生在老师的引领
下快速的概括的课文的内容，也了解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学
生默读第一自然段，通过抓关键词“寒风呼啸”、“汹涌澎
湃”“又黑又冷”读出了“环境恶劣”，读出了人物的勤劳
和贫穷，教师相机点出：“这就是环境的烘托作用。”教师
先指出在小说中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
形象的重要方法，然后引导学生用圈画法找出对桑娜行为、
语言、心理活动的描写，抓住关键词“忐忑不安”理解桑娜
抱孩子后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船长》
这篇课文，老师在引导学生体会船长这一人物时，就抓住了
描写船长语言的句子，设计了船长发出了怎样的命令，当时
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的这一问题去体会、揣摩的。《临死前
的严监生》这节课更是紧紧围绕严监生的摇头、眼神、手指



这些动作、神态，来分析人物形象，走进人物内心世界的。
《猴王出世》这篇文章，老师先是引领孩子关注石猴的语言，
接着关注石猴的动作，通过和文章作者的情感共鸣，将一个
鲜活的石猴形象，立体呈现的大家面前。这几节课，在分析
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都是抓住重点段落、重点词句来体会和
想象，并且都注重了有感情地朗读，在品读的过程中加深了
学生对语文的感悟能力，让学生走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
人物形象站立在学生面前。

二、识字教学务实高效

三、散文教学个性张扬

散文教学在小学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个教学难点。在散文的教
学中，五位老师关注了教材的整体把握，引领学生从整体上
理出文脉与框架，使长长的课文变短，甚至变成了一句话。
这样，学生学习起来脉络清晰，后面的朗读、感悟、交流变
得得心应手。例如，《秋天的怀念》一课老师理出了三次看
花这样的线索;《散步》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课文讲了一件什
么事;《槐乡五月》则引领孩子们抓住中心句，这样就抓住了
文章的主线，也抓住了文章的核心内容。五位老师更加注重
对细节之中语言的品味，方法很独特，引领学生沉浸到语言
文字中去。《槐乡五月》作者就抓住比喻句，抓住“飘”，
抓住“香”，感受槐花不同角度的美，抓住“塞”这个动作，
感受槐乡孩子的乐。《灰椋鸟》就紧紧抓住归林的场面，利
用图片，还有教师语言的渲染，引导着孩子想象，感受场面
的壮观，感受作者的爱鸟之情。《秋天的怀念》老师引领孩
子体会，在作者动怒无常的时候，母亲的语言、动作、神态
的语句，抓“躲”、“笑”，体会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理解，
深深的关爱和宽容。这样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回归整体，
使学生在文字中游走，做了一回诗人与作者，从而更好地理
解了文章的情感，感受了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

四、童话教学富有活力



在童话教学中，几位老师都以学生为本，让学生走进童话世
界，分享学生的喜怒哀乐。在分享的过程中，通过老师富有
感染力的语言启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棉花姑
娘》老师就设计了闯关游戏，“变字小魔术”、“帮帮小马
虎”等，激发了学生识字、写字和朗读的兴趣。《会写诗的
小螃蟹》老师用自己做梦的方式，紧紧抓住了学生的心，带
学生走进了文本，感悟故事浓浓的语句。同时五位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和文本进行深入的对话，
通过分角色朗读、自由读、合作读等，让学生在读中品味童
话的语言，感知文章情节，受到情感熏陶。

五、课件设计简单实用。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的根本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对语言文
字的品味永远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学生是通过与文本
对话，对语言进行品读、感悟、积累来获得阅读感受、培养
语感的。而我们的语文课堂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多媒体课
件的滥用。很多老师为了追求形式，在课件中穿插了大量声
音、视频、图片，挤占了学生读书、感悟的时间，也把教师
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强加给了学生。殊不知，阅读本身就是学
生个性化的行为。而多媒体画面的出示，先入为主，看似帮
助学生思维和想像，实质上是对学生思维能力尤其是个性思
维的一种限制，也影响了学生对文字的阅读和感悟的能力。
而在此次观摩活动中，我发现每一位上课教师的课件都简单
而实用。没有华丽的图片，没有精美的动画，课件只是一个
展示的平台。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根本
出发点，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课件为人所用，
而不是人为课件所役。

再次回想这次的观摩活动，参赛老师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语
文综合素养、沉稳的教学作风，巧妙的教学设计，多才多艺
的艺术修养，还有课堂上自然生成的那些打动人心的浓浓的
情感等许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每一位
老师的成功都与他厚重的文化积累，谦虚的学习态度，勤奋



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记得有位名人曾说过：“把热爱自
己的专业和热爱自己的学生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好教师。”在
槐花飘香的龙口，走出会场，我感受到了这次会议给我带来
的丰厚收获，也深感到自己平时教学中的种种不足，今后要
把这些好的理念应用于自己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把语文课上
出味道，像槐花一样香远益清，历久弥新，氤氲在孩子的心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