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学反思 故事里的哲学语文教学反思
(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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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小学识字教学的第一课。根据修订后的大纲精神及新教
材编者的意图，要着重抓识字教学和朗读、背诵指导，对诗
句内容的理解不作要求。我初次备课时没有充分解读教学要
求，所以在教学设计中发生了重难点偏离，并且教学内容安
排上过于繁杂，并不适合一年级的学生。在经过师傅的指出
和几次修整之后，将教学重难点转移到了识字教学中来。课
后与师傅进行交流后发现存在问题如下：

1教学应当就像一首流畅优美的曲子，虽然有不通的章节，但
是它们却是浑然一体的。而我的课堂中明显地将教学分成了
几个部分。比如先复习旧知，接下来学习识字，最后学习写
字。这样的课缺少美感，更多的是机械和呆板。教学设计中
必须注意过渡语的设计，注意每一个环节的连贯性。

2教学中“放手”得不恰当。我们的教学总想通过老师的引导
来使学生得到感悟，收获知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
合这样。在识字教学中，原本设计的是给生字找伙伴（组
词）。但是学生们很容易地将几个同音字混淆。如：“里”
组成了“狐狸”。这一方面说明教师的.教学这个字不到位，
另一方也说明这里并不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的地方。应当明
确地告诉学生这个是“里面”的“里”，也可以跟着老师念
读几遍。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对字的理解，且印象深刻。



3学生缺少倾听。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不会倾听的人永远不会有
进步，坐在课堂里的学生这点有为重要。但是知道规知道，
怎样让学生学会倾听，懂得倾听却是教师所要引导的事情。
师傅建议说：“这一点重在评价！”当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
问题时，评价的重心应当放在其他的孩子身上。“老师发
现×××真是个会倾听别人的孩子，老师在这里要表扬
他。”这样反反复复几次以后，学生知道了认真听别人说话
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便会认真起来。久而久之这种行为习惯
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1、设置悬念，了解道理。

文章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要想深入了解文章所蕴含
的道理，就得先读通、读顺课文。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设置
问题，提出一定的悬念，引发学生们去思考，了解文章到底
说明了什么道理。从师傅的角度出发，去评价师傅的语言及
行为，再从徒弟的角度出发，评价徒弟是一个怎样的人。结
合自身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及态度。

2、角色互换，体会道理。

文章表述的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角
色变成自己和同学，如果是你俩你们怎么设计对话，师傅将
怎样教会徒弟学习打猎，如果是徒弟你有要怎样去学习打猎
呢？通过角色互换，让学生感受到文章中包含的道理，要想
学会打猎必须靠的是勤学苦练，而不是投机取巧，抄小路，
走捷径，最后引发大家嘲笑。在《青蛙卖泥塘》中通过分角
色表演及朗读，体会青蛙为什么要卖泥塘，最后又为什么不
卖了。也要体会其他小动物给他的建议是出自什么方面，有
哪些考虑的。做为青蛙，在卖池塘的过程中心里是怎样想的，
最后又会得出哪些道理。



3、深入理解语言包含的意味。

通过读课文，体会和感知语言风格及语言色彩，师傅最后告
诉徒弟的话是：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尽管打，打完了，
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几个孔，画几只鸟——这对你来
说是最有把握的.了。通过阅读来体会这句话包含的讽刺意味
及内涵。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通过学生的发言，来总结道
理。

不足之处：

两篇文章表达的道理是不同的，学生们对于第一篇文章的理
解没有第二篇深入，不明白师傅的做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也对师傅有过多负面的想法，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侧重引导具
体揭示的道理而不是师傅的做法对与错。文章就是用了这么
幽默和反讽的方式来揭示道理的。

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故事里的哲学顾名思义，从题目可知文章内容，徒弟学打猎，
先打林中的鸟，再打画在纸上的鸟，最后师傅让他尽管朝着
纸打，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只青蛙，一心想卖掉自己认为不
怎么样的池塘，结果却发现池塘挺好，不再卖池塘了，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读过《画鸟的猎人》和《青蛙卖泥塘》就能
从故事中了解一定的哲学道理。

1、设置悬念，了解道理。

文章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要想深入了解文章所蕴含
的'道理，就得先读通、读顺课文。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设置
问题，提出一定的悬念，引发学生们去思考，了解文章到底
说明了什么道理。从师傅的角度出发，去评价师傅的语言及
行为，再从徒弟的角度出发，评价徒弟是一个怎样的人。结
合自身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及态度。



2、角色互换，体会道理。

文章表述的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角
色变成自己和同学，如果是你俩你们怎么设计对话，师傅将
怎样教会徒弟学习打猎，如果是徒弟你有要怎样去学习打猎
呢？通过角色互换，让学生感受到文章中包含的道理，要想
学会打猎必须靠的是勤学苦练，而不是投机取巧，抄小路，
走捷径，最后引发大家嘲笑。在《青蛙卖泥塘》中通过分角
色表演及朗读，体会青蛙为什么要卖泥塘，最后又为什么不
卖了。也要体会其他小动物给他的建议是出自什么方面，有
哪些考虑的。做为青蛙，在卖池塘的过程中心里是怎样想的，
最后又会得出哪些道理。

3、深入理解语言包含的意味。

通过读课文，体会和感知语言风格及语言色彩，师傅最后告
诉徒弟的话是：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尽管打，打完了，
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几个孔，画几只鸟——这对你来
说是最有把握的了。通过阅读来体会这句话包含的讽刺意味
及内涵。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通过学生的发言，来总结
道理。

不足之处：两篇文章表达的道理是不同的，学生们对于第一
篇文章的理解没有第二篇深入，不明白师傅的做法到底是对
的还是错的，也对师傅有过多负面的想法，在教学过程中应
该侧重引导具体揭示的道理而不是师傅的做法对与错。文章
就是用了这么幽默和反讽的方式来揭示道理的。

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新课标一年级上册《识字一》这个单元，是继学习汉语拼音
之后，第一个识字单元。本课《一去二三里》是这个识字单
元的第一篇课文。新教材重视识字教学，采用多种方法使低
年级学生尽早、尽快、尽可能多地认字。在识字的编排上，



又注意采取韵语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学生在语言环
境中，在有滋有味的诵读中认字，受到美的熏陶。

《一去二三里》是一首古代童谣，它向我们呈现了一幅郊外
的美竟：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饮烟袅袅，住着几
户人家。山里的几座亭台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树上、路边盛
开着各种美丽的花。这首童谣巧妙地把一至十的数字镶嵌其
中。

本课还配上两幅插图。图一描绘了小山村的景象，表现了童
谣的意境。图二用十个运动员和十个球帮助学生识记十个表
示数字的汉字。

我们过去的课堂教学过分强调预设，显得机械、沉闷，缺乏
生气和乐趣，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一步步
地进行教学，有些程式化。四十分钟的课，不拖堂，把需要
完成的教学内容讲完，这堂课就算完成了任务。这样的课堂
显得生命力不够强，太过封闭了。

新课程要求我们开放课堂。开放从过程角度来讲，人是开放
性的、创造性的存在，教育不应该用僵化的形式作用于人，
这样会限定和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在进行《一去二三里》
的教学中，我设计了一个环节，通过看书上的图来认识1至10
的汉字写法，我问学生：“你从图上看到了什么？”在学生
的回答中，认识了十个字，此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预先的任
务，我正准备过渡到另一环节时，听到有一个学生说：“老
师，我还有，我还想说！”看着他那急着想说话的样子，我
就让他说了，“我还看到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很美丽。”
听着他的话，好像自己也被一种童真童趣所感染，经常能看
到的蓝天白云似乎也变得更美了，我表扬了他“嗯，虽然今
天天阴沉沉的，可听你这么一说，就像看到了蓝天白云一样，
真美，你说得可真好，看得很仔细。”其它小朋友见我表扬
他，也刷刷地举起了小小的'手，有的说：“篮球场后面有一
片树林。”她把前面学过的“一片树林”给用了起来，我就



忍不住又表扬了她，没想到她听到我的表扬，歪着脑袋笑了
一下说：“老师，我可以不可以再说一次啊！”我点点头，
她就开始说了，“篮球场后面有一片树林，那里有很多绿油
油的小树，还有许多小动物住在里面。”

学生们越说越起劲，说到后面，他们就说到了十个小朋友的
表情，不同的姿势，还说到了他们衣服和鞋子的不同。特别
是当他们说到十个小朋友不同的姿势时，我很意外，没想到
他们观察得这么仔细，说实在的，当我看图时，我没去注意
图上小朋友的表情和不同的姿势。

因为这个环节的时间的延长，这堂课没有完成预先设计的教
学内容，但是这一节课的教学任务未完成并不影响学生的整
体发展，在课堂教学中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自主
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的素质。这堂课根据学生的学习热情、思
考、灵感改变了原先的教学设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教学
过程是师生交往、互动的过程，课堂教学不应该是一个封闭
的系统，教师也不应拘泥于预先设定的程式。开放课堂，尊
重学生的学习需要和热情，让我们用一颗宽容的心允许学生
打破我们的预设，让我们在师生互动中多一些即兴的创造，
使我们的课堂更充满生命力！

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上午第三节课，我讲语文课《一去二三里》。主任，威
校和组内老师来听课。

课应该说讲的很有趣，仅仅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四十分钟
的课虽然没有课间休息，但是因为创设的各个情境很符合小
孩子的性格特点，孩子们听课并没有觉得累。自我感觉讲的
还是不错的。从课的设计，到实施。从我的引导，到孩子们
参与和表现都是很棒的！特别是识字后拓展，孩子们刚刚结
束拼音学习生字，在掌握的词汇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我出示了
一道拓展题，也是积累题：帆风顺（）龙戏珠（）阳开泰（）



面八方（）湖（）海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仙过海九牛一毛十
全十美然后填数字。我说（）帆风顺就有同学说出一帆风顺，
因为这首诗中就是学习一到十的文字。这个同学就是严书搏！
他词汇量很大，知道的很多，填上来好多次，当我说道什么
龙腾飞的时候，就有好多同学知道后边填什么了，这也是一
种类推啊！我当时很高兴，不是因为我课讲的怎么样，而是
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思维也都在发散，真
的.很好，一点就透。

接着看课文的古诗，再读文时有个小朋友出了点状况，这个
同学是田**！我叫同学们读课文，他把手举的高高的，我就
叫他，他是背下来的，不过有听认真的同学举手说他读错了
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评价啊！就说找出错误的同学听得认真，
田津赫同学几乎是背下来了，这点很好，不过他没有认真听
老师的要求，我说要照着课文读，希望你下次要认真倾
听！”他马上问我：“老师什么是认真倾听？”我一听，这
孩子怎么回事？之前我很早就在读课文的时候说过认真倾听
这件事，而且不止一次，怎么现在还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
还是细心说：“认真倾听就是在别人读的时候，你要听着读
得是哪个字，眼睛就看到哪个字，耳朵就听到哪个字，心就
想到哪个字，你读的时候要是指读就好了。可是他没有说啊，
恩之类，而是接着扬起幼稚的天真的小脸问我：“老师什么
是指读啊？”我有耐心的告诉他什么是指读，在解释指读的
时候又说到一个词，他又问我哪个词什么意思，总之是没完
没了。因为有老师和领导听课，我有些生气了，觉得他这个
时候有些故意捣乱。就放下脸子生气委婉的批评了他。他坐
下之后心情很不好，后半节课没有再举手。也许是因为有了
这样的小插曲，所以这节课听起来还是很不同，至少给人的
印象深刻。

课后我们老师们在一起讨论这节课，也提到了这个小男孩的
表现，邹老师说他当时一定是下不了台了，因为他以为一定
会得到老师的表扬，结果还被人挑出了错误，老师还批评了
自己，没面子就一个劲的问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



很有可能，如果当时我能换另一种做法，或者温柔的说：你
这么聪明会自己想到答案的，或者再说：你现在听老师讲话，
不说话，听老师讲话就叫倾听，你能做到吗？会更好，也不
至于打消他积极性，其实他思维很好，我很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