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一

由于这种歌颂祖国类的文章，而且又是诗歌，我本人不是很
喜欢，所以，这节课上得挺失败的，现总结以下失败的原因：

诗歌讲究精巧的构思，凝练的语言和恰到好处的意象，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让学生达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的。
平时在教诗歌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作者这样写的好处分析
的“头头是道”，学生似乎也“心服口服”，表面上看起来
真正做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学生对这样写的原因
并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换一种说法去写了，怎么看都觉得
还是原文写得妙。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把话题作文当作学生练习的主题，很
少有在诗歌方面强化训练的，平时的诗歌教学也多以朗诵、
欣赏、品味为主，再加上有些诗歌晦涩难懂，学生很难从诗
歌中找到适应自己的。那份感觉，还有一点，我认为教师的
引导和示范写作也很重要，如果课前教师能精心准备几个这
样的开头，我想会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的。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二

教读本文，我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朗读。学生用心去读，反复去读，用心去感受。不仅



让学生读出语气、语调，读出感情，而且读时要揣摩诗句意
思，体会诗的内在旋律。

2、充分激发学生的想像联想思维，领会诗人移注到形象上的
主观情感，体会舒婷的诗在委婉曲折中表达的心声的特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然后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引
导学生探究这首诗中抒情主人公“我”的具体内涵，因为他
在某种程度上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把钥匙，有助于理解这首诗
表达的思想感情。

3、联系时代背景材料，深刻理解诗歌的内涵，深刻理解诗人
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

学完本文之后，多数学生已经熟读成诵，可以看得出，他们
已经被感染，深深地爱上这首诗。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三

1、课文通过四个部分来记述纪念活动的四个片断：来到纪念
地；看纪念演出；参加座谈会；参观纪念馆。按照以上四个
部分，依次阅读课文，来理解全文回顾历史，面向现实，呼
唤和平的强烈愿望。

2、自己动手搜集一些有关战争的图片和资料，并结合你的理
解数数自己的感受。

3、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搜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出一
期简报。

4、文中对那位日本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结合新闻和报纸
的相关报道，了解现在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情况，并发表你
的看法。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篇四

1、注意陶冶爱国情感和培养审美情趣，将“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正确导向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润物
细无声“，避免了空洞得说教。

2、教学应重视教与学的双边性，鼓励学生与文本对话、学生
之间对话、是与生对话，真正实现师生的互动。惟其如此，
师生思想互相砥砺，方能擦出智慧的火花。

3、“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教学本诗应引导学生反复诵读，真正实现语
文课阅读本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采取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来解读本
文。自主实现“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学生是学习和发
展的主体"。

我亲爱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五

上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一课，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
题：预设与生成。每一堂课，教师都有许多预设，但课堂中
呈现的流程和效果是不断生成的，教师的提问基于学生的思
维现状而发；学生的思考不是线性的，而是发散的，学生的
结论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在教《祖国呵，我亲爱的祖
国》一诗前作了一些预设，有了一些预设之外的生成。

一是关于朦胧诗。我的预设是：“这些诗在当时被称为‘朦
胧诗’，你觉得朦胧吗？我想在聪慧的我们读来应该一点也
不朦胧。所以说我们聪慧嘛，瞧，咱高一11班的同学！”因
为学生对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
明”是非常熟悉的，虽然对北岛的“网”比较陌生，但我从
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了惊讶（好象在说：这首诗就一个字？）。
可是这个问题生成的答案却是异口同声地：朦胧！（啧，想
表扬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我想怎么又朦胧了？刚才不是理



解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张网，有形的，无形的，有亲
情的网，有仇恨的网，有互助的网，有破坏的网，有善良的
网，有罪恶的网，密密麻麻，互相交织，愿我们高一11班也
织成一张和谐的、有凝聚力的网。然后我提示了这里的象征
和隐喻的手法。他们又似有所悟。

二是不带感情的朗读。我的预设是：请四位同学每人朗读一
小节。但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只是朗读，不带感情。当我
说“开始吧”的时候，轮到第一个女生先问道：老师，是带
感情还是不带感情啊？我说：“不带。”她怀疑自己听错了，
再一次疑惑地问道：是带吗？我说：“不带。”怪了！老师
从来都是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是啊，我也常常这样要
求学生，可是结果他们只是读，甚至没有做到“朗”，更别
说有感情了。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却又不相信了。于是我说，
是不是读着读着就激动起来了啊，可见读诗是需要感情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列夫-托尔斯泰说：“诗是人们心里燃
烧起来的火焰，这团火焰燃烧着，发出光，发出热。”你看
这光，这热，肯定要照亮我们的吧，温暖我们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