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 故乡教学反思(精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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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一

如此种种答案，我们从学生的“悟”中可以看出，“一千名
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的是由于各人的社会阅历
的不同，关注角度的不同，对同一个艺术形象，不同的人会
有不同的感受。从同学的发言看来，大家对小说的感受很有
深度，有的从景物描写角度去思考，有的从人物形象去考虑，
有的作品的主题角度去立意，虽然发言角度各异，但都能引
用小说的文本信息来谈诠释所加的标题，言之有理，言之有
据。这是个很好的感悟的例子。

课堂教学上“用好例子，用活例子，用足例子”。树立“不
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的思想，教师深入钻研教材，巧
妙设计教学，大力发挥语文课本典范作用，得到规律与方法，
为学生“搭桥铺路”，促使学生逐步由学会转为会学，形成
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技巧。

最后评“练”的环节处理。

我们设计了《故乡》与《名城梦》对比练习

名城梦

东西塔旁，百柱殿前。明天，这里。就在这里。他信上说：
看凌空双塔，听檐角风铃。追寻40年前失落的梦？ 那一天，



他要赴刺桐港，乘刺桐舟，履滚滚波涛，穿茫茫大海，去南
洋寻求金黄色的梦。我再一次劝他：“就这样离开生你养你
的名城？”“名城！名城？”他几乎喊了起来。“你跟我去
看看，曾是天下第一大港的刺桐港如今有几条破木船！唐宋
以还，多少刺桐舟风帆高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把我们东
方文明输注大洋彼岸。如今运的却是劳工！”

离开船还有3个小时。他不急着去赶两个多小时行程的路，却
折向城西北隅的开元寺，颤悠悠地燃起一炷香，发呆似地站
在古榕荫霭下的拜庭中。眼前深堂广殿。跪着众多祈求平安
的善男信女。他却左顾右盼，仰望东西两边那两座已有一千
多个年轮的擎天石塔，和着凄清的檐角铃声喃喃自语：不回
来了，不回来了…… 他走了，迈着沉重的脚步，踏着破碎
的`街石，消失在鸠形鹄面的行人中……我不相信他不回来，
就凭着他对占城象征的东西塔的这最后一眼！待刺桐占港涌
起新潮，等泉州名城再度春风，双塔下会出现。他的笑脸。
古城呵古城——我默默地向着双塔祈求——重铸你盛唐有过
的光辉，再造你宋元出现的繁荣，呼唤万千离你而去的游子
回归！

踏上异邦，才知古国名城在心底的分量。名城钟灵毓秀，孕
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从小就铸进我的肌体中。天涯海角，春花
秋月，做不尽名城梦。名城有过璀璨的历史，那是祖先奋斗
创造。我今日回归，带去些小余资，兴学办校，弘扬名城意
识，建造新的名城。

[作者简介]施能泉，福建晋江人，泉州晚报社总编，著有
《湖流浅唱》。

练习内容：

1.故乡以我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为线索组织材料

名城梦以他（ ）——（ ）——（ ）为线索组织材料。



2.对比作者笔下故乡今昔的变化，把相关内容概括填写在表
格

内容比较昔今

故乡

名城梦

3.故乡中，我离开故乡时怀着的希望是

名城梦中，他欲回故乡时的心愿是

4.请结合两文内容并联系学过的诗文，谈谈你对游子思张情
结的理解。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二

《故乡》是鲁迅写的一篇小说，对于现在的初中生来说，理
解他的文章是有一定难度的。怎么选择切入点是教学成败的
关键。为了便于学生的理解，我慎重的选择切入点。

因为这是一篇小说，我从小说的三要素中的人物入手。这篇
小说中作者主要刻画的就是两个人物：闰土、杨二嫂。我以
此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探究小说的主题。
让学生找文中对这两个人物描写的句子，然后分析人物形象。
让学生自己去探究造成人物性格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层原因。
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引导学
生个性化的阅读最好的素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最好的
材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分析，学生们探究的结果还是很
不错的，其实放开学生的手脚，他们有时真的会给你一个惊
喜。我趁热打铁，把文章最难理解的一部分拿出来让学生去
质疑。然后大家讨论，分析。虽然学生有时提出问题没有任
何价值，但是这也证明他们是在思考，只是他们思考的深度



不同。

第二步就是引导学生分析写作特色，有几点学生自己是能说
出来的。例如：对比手法的运用、（对人物的描写）对自然
环境的的描写。有些则需要老师的引导。学习这篇课文我觉
得我的教学切入点选择的较好，但是没有引导进入深一层的
分析，就是对主题的探究。这一块在教学上我浪费了宝贵的
时间。第二课时我才引导学生去探究。有时讲课时，控制不
好拓展的范围。拓展的内容虽然对学生的成长很重要，但是
与课文内容又没有多大的联系。

鲁迅文章的教学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只要自己在教
学中不断的反思一定可以做到熟能生巧，在今后的家教学中
也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教无定法，只要自己始终用心，
始终有一份责任心在，我相信我的教学水平一定能更上一层
楼。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上《故乡》第二课时，教学重点定为研讨人物感悟写法
学习刻画人物的方法。

在课堂中最突出的地方在于通过对闰土和杨二嫂有关语言动
作外貌的刻画，通过对比突出形象。比较两个人物塑造时的
异同，同学在有味地朗读中体会出了人物语言的鲜明个性。

比较两人的不同时学生对此较到位，一个有现实到回忆，一
个有回忆到现实。在析杨二嫂时为什么先闻其声再见其人？
这个问题是课堂临时生成，没想到学生答的还不错，为了突
出其灵牙利齿的口，和尖酸刻薄的语言。引出了《红楼梦》
中王熙凤的出场。归纳写人物的方法：

1为突出人物善说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



2为使人物更鲜明可用插叙有现实写到过去进，也可有回忆拉
回现实。进而比较俩人变化的原因也较到位。

课堂存在问题：

1、课文太长读时太少，学生读的浅。

2、写的训练只落实到了方法而没有落实写的实际中。

3、堂还是太急，没有慢下来静下来。

4、课堂注意到的学生参于的学生人数不够理想。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四

《故乡》作为经典作品，有很多优秀教师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而且也有很多经典的案例，但是各个教学设计也常常离不开
人物分析和主题分析。而且由于文章很长，一般需要三课时
才能解决。

我反复阅读文章，虽然这样的文章自己也已经上了多次，但
是每次总是有新的感受和触动。本教学设计从理念和文章处
理上希望有以下几个突破。

1。努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学习。到了初三发现很多学生已经
不再参与我们的课堂，哪怕是很简单的内容也不愿意，因此
想通过小组学习和导学形式，逼迫这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来，这一点我觉得效果也是可以的。

2。努力想让学生思考，尽可能让教师的教授放到第二位，让
学生自主去感受、体会和表达，那样虽然可能不成熟、不完
整，但比教师虽然精彩的分析，实际上效果更好。不过在本
节课中，这方面的目标没有达成，学生的思维容量不够，语
言表达和书面表达训练不到位。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五

20xx年3月27日、28日，我们顾路中学接受了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室对顾路中学进行的发展性教育督导评估。督导
评估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课堂观察。我执教了当代著名女作家
张抗抗的《故乡在远方》。

《故乡在远方》是九年级（下）第三单元“感悟生活”中的
一篇散文。我们要让学生学会欣赏作者笔下语言的诗意美。
品味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培养自己热爱自然、热爱故乡
的'美好感情。

作者在文中细致的景物描写非常成功，值得一学。教学中我
请学生到文中找一找作者对广东新会（祖籍）、浙江洛舍
（外婆家）、杭州城（出生地）、北大荒（插队落户的地方）
描写性的句子，并揣摩这些描写性的句子给你带来怎样的感
受？学生体会到他们都有着大自然的妩媚和婀娜，都是令人
向往的地方，能够生活在这种地方应该是幸福和快乐的。

通过学习，我们感受了作者笔下语言的诗意美。张抗抗的散
文，以对自然、生活、社会和个体的细腻描写与刻画，赋予
了散文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其散文的语言艺术魅
力在于华丽而不浮燥，自然而不堆砌，意韵悠长、至情至真，
饱含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褒扬与崇尚，饱含了作者对社会、
自然、个体的真、善、美的赞美和宣扬。文字之中流露的是
自然之美、心灵之美、和谐之美。散文语言格调高远、文笔
精炼、秀美绚丽、璀璨夺目、纯朴自然，令人阅后如浴春风，
在心潮澎湃的同时，心灵受到震撼和洗礼。她把散文的语言
艺术和思想相容相生、天衣无缝，充分彰显了她扎实的传统
语言文字驾驭能力和对自我情感的调控能力。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这节课，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首先是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师理解课文的深度，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学生理解的深度。对于文本的解读，教师首先要有
一个底。只有这样，才能对学生的回答有合理的评价——对
于他们的欠缺和不足，教师能够及时的点拨和纠正；对于学
生出色的表现，教师也能及时捕捉，适当的表扬将影响其他
同学的思维倾向。在这次的备课过程中，与不少老师反复研
讨，又查看了鲁迅年谱，作家作品评论，以及《呐喊》自序，
对鲁迅的为人和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对学生的思维发展要有充分的
认识，他们的认知障碍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学生理解问题有
偏差又该如何纠正？这些教师备课时都应该有所准备，只有
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到山峰的坡度，教师才能给予适当的
台阶，帮助学生登上山峰。

再次，对语文课堂教学有了新的认识。其一，语文课应当重
视方法的传授。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任何一堂语文课，
不是让学生了解一篇课文，而是通过这篇文章，能够解读更
多的文章。教师重视了方法的传授，也就让教材成为真正的
教材，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鉴赏能力。其二，课堂
环节的设计要注意坡度。例如，《故乡》的一个环节设计，
就体现了这一点。分析完杨二嫂人物形象后，学生在教师的
引导下，归纳出了学习方法，然后用相同的方法分析闰土的
形象。这个环节，虽说有助读到自读的跨度，但是学生的思
维层面却是相同的。如果要让学生从零散的点状的层面提高
到综合的网状的层面，教师就要提高要求，设置障碍。在教
学中，补充一个答题语言的要求，粗看是语言的训练，其实
是思维的训练。组织整理已有的材料，正是学生思维的过程。
更何况学习有条理的阐述观点和理由，综合和归纳是初二学
生的学习重点。这对学生以后学习和写作议论文，也有很大
的帮助。其三，重视课与课之间的衔接，课内学习和课外探
究的衔接。我们应该明白学生学习是一个完整的序列，这堂
课只是这个序列中的一环。学生能力是否有序的提高，就需
要教师研究一环与一环之间的衔接。也就是说，我这节课，



是上节课的延续，又是下节课的基础。《故乡》教案最后一
个环节的设计，就比较合理的让学生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
文本解读拓展到知人论世，既有知识层面的扩展又有能力的
提升。所以宏观地看待教材，合理地利用教材，甚至重新组
织教材也是教师迫切需要认识的问题。

水墨画树教学反思篇七

《故乡》很难教，我用3节课不到上完的，很多细节掠过了，
比如杨二嫂的形象。我本来还想把《故乡》中的环境和《风
筝》中的环境做一个比较。我还想……这些想法在课堂上我
都没有实施，但心中也确实没有底。这篇课文，只讲了“柃
主线”“抓变化”“读闰土”“故乡的出路”这四个方面大
问题，涉及到了概括文章、分析人物、赏析语句、探索主题
这四个大方面的语文能力训练。可是我有一大堆困惑：

1、长文短教，是否可行。有些可能是重点放弃了，是否会影
响学生的整体把握。

2、这样解读，学生是不是仅仅了解一个空壳，部分血肉，是
否会制约孩子阅读能力提升。

3、讲通、讲懂、讲透，讲到什么程度才叫透？中学生年龄，
老师即使讲透，没有阅读基础、思辨能力和人生阅历能真正
透吗？还是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在重复教材全解。

4、深入解读文本与引申发散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文本的解
读应该是多元化还是趋于某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