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 搭石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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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根据本文特点，结合新的课程理念，本课在教学时我注重以
人为本，以读为本。采取情境体验式教学法，引导学生紧紧
抓住“搭石，构成家乡的一道风景。”教学中我主要以两个
方面展开教学：

1、发现感受文中的美

文中有看得见的`具体的“美”，也有看不见的心灵的“美”：

急着赶路的老人，发现搭石不稳，及时调整，满意才肯离
去;——勤劳美

如果两个人同时过溪，招手礼让，闲话家常;——谦让美

要是谁偶遇老人，蹲身下伏，背负过溪;——尊老美

心灵美、友善美、自然美、团结美、善良美、奉献美……

美是永恒的主题，教学时采用自读时想象画面、自悟时体会
情味、交流时畅所欲言的教学思路。学生们自读、自悟，在
寻找美，欣赏美的同时，感悟自然的美，感悟和谐的美，感
悟平凡的美!



2、发现感受身边的美

作者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物中发现了美。你此刻认为什么是
美?在我们身边哪里也能够找到美?”

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搭石》是一篇乡土气息浓厚的文章。课文通过质朴感性的
笔触把我们带入了乡间人们秋凉摆搭石、路人修搭石、人们
协调有序走搭石、相互谦让走搭石、年轻人背老人过搭石的
一幕幕如画的风景图，体现了人们纯朴、勤恳、老幼相敬的
可贵品质和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美好感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
人、家乡事无限而深刻的怀念之情。《搭石》所在单元是让
学生感受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体会互相关爱带来的快乐
和幸福。选编本课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
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体会到其中的人性美，培养孩子们从小
要有谦让,友善,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二是学习作者从不起
眼的事物中发现美、感受美，做一个心灵美的孩子。在教学
中，我是这样做的：

3、以“欣赏美”理解文本。学生在体验诉说这些美的画面时，
脑际其实已经生成了丰富的人物形象，此时，老师适时地指
导朗读，力求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进一步强化这种细腻的情感
体验。读书是师生，尤其是学生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
在学生对“搭石”有了一定的了解感悟后，再组织学生运用
多种形式，进行不同层次的读书活动，使其感悟体会“搭
石”的美，欣赏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从而实现教师、学生与
课本对话的目的。在教学中，我就根据不同内涵的美采用不
同的方式进行诠释，以达到学生与文字的心灵对话。如行人
走搭石，动作协调有致，声音踏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这种和谐之美，我就采用自由练读、指名读、齐读的方式，
不仅让学生在体验了行人走搭石的和谐，更使学生亲身感受
朗读中的和谐之美；再如体验“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背负
过溪。”的敬老之美时，我通过和学生模拟情境对话，让学



生有了身临其境之感，并深刻感受家乡人的心灵美和淳朴的
乡风、民风。

4、以“发现美”延伸课文在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综合训练的同
时，我注重了对学生关爱他人的美好情感的熏陶和正确的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引领。比如在朗读中潜移默化，在过渡语、
小结语、激情语中不断渗透。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搭石，构
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也赞颂了家乡人的淳朴，无私奉献、
敬老爱幼的美好情感。这样的美也在你我身边，就蕴含在那
一件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中，通过充分的说，让学生深切感受
到要以美的心去对待他人，以美的言语去温暖他人，以美的
行为去付诸行动，我们的世界会更加美妙，生活会更加幸福。

在这堂课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老师语言还可更清晰，更标
准；某些词语的理解还可渗透些，如“人影绰绰”中“绰
绰”的理解；在学习每一段时，也还给学生更多一些的自主
学习的时间。

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1、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这句中心句，让学生重点体会三幅感人画面，去层层深入地
阅读文本，进行感悟。以“美”作为主线，贯串课堂始终，
从看得见的景美、物美，到看不见的人性美、情感美，让学
生从文中去寻找、发现美，感悟、体会美，抒发、表达美，
提升了学生的情感，引起了学生的共鸣。

2、我注重朗读、速读。通过一次次地朗读、速读练习，让同
学们品味感人的场景；感受乡亲们纯朴、美好的情感，体会
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带来的温暖和快乐，体会人间的真情，
感受人性的美。

教学永远不会十全十美，这次教学中存在着几点遗憾：



1、对于上了点年岁的'人是如何搭石的，学生的想象还不够
丰富，体会得还不够深刻。

2、调控和组织课堂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发学生的想象，同时，
还要努力提高自己对课堂的组织调控能力。

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搭石》是一篇乡土气息浓厚的文章。课文通过质朴感性的
笔触把我们带入了乡间人们秋凉摆搭石、路人修搭石、人们
协调有序走搭石、相互谦让走搭石、年轻人背老人过搭石的
一幕幕如画的风景图，体现了人们纯朴、勤恳、老幼相敬的
可贵品质和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美好感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
人、家乡事无限而深刻的怀念之情。《搭石》所在单元是让
学生感受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体会互相关爱带来的快乐
和幸福。选编本课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
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体会到其中的人性美，培养孩子们从小
要有谦让，友善，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二是学习作者从不
起眼的事物中发现美、感受美，做一个心灵美的孩子。

这篇课文文字并不深奥，但其间传递的情感却是丰富的。这
正为学生的个性化阅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一开始，我就
以“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为美的切入口，让学生
在体会搭石的自然美的基础上，挖掘出其蕴涵的情感美。接
着，出示问题——“请细细地读读课文，一边读一边体会，
文中的那些词句让你感受到美呢？”欣赏“搭石”，寻找美
的画面。急着赶路的老人，发现搭石不稳，及时调整，满意
才肯离去；——助人之美，行人走搭石，动作协调有致，声
音踏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和谐之美。如果两个人
同时过溪，招手礼让，闲话家常；——谦让之美。要是谁偶
遇老人，蹲身下伏，背负过溪；——尊老之美。



为了将学生的真实体会在朗读中一次次的提升，所以在学生
每次交流感悟之后，齐读中心句：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
风景。有了真切体验，有了情感铺垫，有了机会倾诉，学生
的感情正如这搭石一般，在不断地延伸、传承。美是永恒的
主题，学生们自读、自悟，在寻找美，欣赏美的同时，感悟
自然的美，感悟和谐的美，感悟平凡的美。

学生在体验诉说这些美的画面时，脑海中其实已经生成了丰
富的人物形象，此时，老师适时地指导朗读，力求通过有感
情地朗读进一步强化这种细腻的情感体验。读书是师生，尤
其是学生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

在学生对“搭石”有了一定的了解感悟后，再组织学生运用
多种形式，进行不同层次的读书活动，使其感悟体会“搭
石”的美，欣赏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从而实现教师、学生与
课本对话的目的。在教学中，根据不同内涵的美采用不同的
方式进行诠释，以达到学生与文字的心灵对话。如行人走搭
石，动作协调有致，声音踏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这种和谐之美，我就采用自由练读、指名读、齐读的方式，
不仅让学生在体验了行人走搭石的和谐，更使学生亲身感受
朗读中的和谐之美；再如体验“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背负
过溪。”的敬老之美时，我通过和学生模拟情境对话，让学
生有了身临其境之感，并深刻感受家乡人的心灵美和淳朴的
乡风、民风。

“是啊，美无处不在，就连搭石这么不起眼的小事物都有美。
”作者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物中发现了美。在我们身边哪里
也可以找到美？“知识拓展是本节课又将诠释的一个层次。

我在引导学生寻找美、欣赏美了之后，将这一深刻的感悟延
伸到了学生的生活实际中，希望通过学生的慧眼让学生找到
自己身边的美，欣赏这些不起眼的美，珍藏这些细微之处见
真情的美。



在课堂中，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的读，让学生接触文本，与
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通过自读，深入了解课文内容感悟
文中蕴涵的美。通过”假如——来走搭石，——“训练学生
的说话能力，通过”美就在身边，美就在——“这种句式，
让学生把找到的美说一说，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语言内化与
表达。通过朗读，谈感，听配乐朗读，描绘画面，培养学生
倾听的良好品质。

这样的美也在你我身边，就蕴含在那一件件微乎其微的小事
中，通过充分的说，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要以美的`心去对待他
人，以美的言语去温暖他人，以美的行为去付诸行动，我们
的世界会更加美妙，生活会更加幸福。

搭石课后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上午第一节，我上了《搭石》一课，完成了本学期上优
质课的任务。这是任务，同时，也是机会。

上语文课，我是外行，一直以来，我对别人都这样说，但从
骨子里我有上好语文课的思想准备和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能
行!

捧读课文，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映入眼帘：秋凉在即，人们精
心挑选平整方正的石头摆放在小溪中，几番精心踩踏;急着赶
路的老人，发现搭石不稳，及时调整，满意才肯离去;一行人
走搭石，动作协调有致，声音踏踏，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两个人同时过溪，招手礼让，闲话家
常;若是谁偶遇老人，蹲身下伏，背负过溪……这样的画面，
带给人们一种最朴质的、似乎就是身边的景儿。

上完课后，慢慢回忆，找出了许多不足：

昨天，上了这课的第一课时，扫除了课文里边的生字、词，
同时，带着孩子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搭石”。原计划是导



入之后，就让孩子们通读几遍课文的。但今天到校后，我突
然改变了想法，想尝试让孩子们听了遍课文的录音。听完录
音后，就请孩子们找出文章中的美。这太“突然”，以至于
显得生硬了。

孩子们没有充分读课文，怎么会发现美呢?发现了，也没有了
解得更透彻。这一环节没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和自主性，
多么大的失误!

在学习“一行人走搭石”时，没有强调“像轻快的`音乐”。
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好似做一道菜，没有在起锅时加
少许味精一样，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儿味儿。

利用小黑板写了三个段落，在写了“上了点儿年岁的人……
再在上面采上几个来回……”，我竟写成了“更在”，孩子
们发现了，我没发现。孩子们高高举着小手时，我突然意识
到一定是我出错了。孩子们给我指正，我没有将“更”字改成
“再”就将小黑板取下来了(其实，正好要进行下一个环节)，
放下黑板那一瞬，我想将小黑板再挂上去改正过了，却没能。
这又是一个失误。

严格地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课文的最后一段是本课的点睛之笔，而被我给忘了(下午，我
已经补上了)。这个失误与“虎头蛇尾”正好相接!

一堂课结束了，找出自己的不足，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优
点：

本课中，处处是景，而最美的是“走搭石”。我参照王湘玲
老师上的这一课，将这一段划分出意群，让孩子们细细地品
读，尤其是“清波漾漾、人影绰绰”让孩子们边读边“过电
影”想像着那是一幅怎么样的画儿。将孩子们分成两大组来
一个在前边“走”一个在后面“跟”，让孩子们理解“协调



有序”。

讲到两人走搭石时的谦让时，让孩子们联系到实际生活，想
想该怎么做;讲到“理所当然”让孩子们说说生活中做哪些事
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说出了很多了。结合学校这个星期重
点抓环境卫生工作，告诉孩子们随手捡起一个包装袋也“理
所当然”的。

这一课中，我认为，人文性更强!

一堂课结束了，自己的教学又走上一个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