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模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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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一

《落花生》一篇叙事散文，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
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
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课文着重讲了一家人过花
生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
我们要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说明人要做有
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表达了作
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议花生”部分内容是课文的重点。我执教时侧重于引导学
生对父亲与我的对话内容进行探讨，交流，感悟，收到较为
满意的效果。具体操作如下：

2、要求学生把重要的段落仔细品读，因为这篇课文是一篇借
物喻人的文章，里面蕴含很深的道理，学生虽然在课堂上谈
了对父亲那段话的理解，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很多道理要
让学生在以后人生历程中慢慢体会。

虽然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但在课堂中我存在以下不足：

体会花生的内在可贵之处是课文的重点，但我觉得自己讲的
不够，学生体会的不深，个别学生还不太明白。



教学内容有些松散，重点不突出。

课前《论语》的积累、第一自然段的学习、体会花生和桃子、
石榴、苹果对比时，填表用时太长，导致最后的小练笔时间
不够。

语言太拢患蛄罚翁糜镅蕴嬉狻

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多学习，多积累，改
正自己的缺点，让自己进步！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二

《落花生》是我国现代作家许地山的一叙事散文名，全文围绕
“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
作者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课文着重讲了
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
人，揭示了我们要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

在设计本课的教学时，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以作者的笔名为出发点，让学生提出疑惑，带着问题学习课
文。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分析“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
生”这几部分内容在文中着墨的多少明确“议花生”这一部
分写得详，而这一部分恰好又是文章的重点、难点之所在，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找到教学的突破口，引导学生重点品读
议花生的段落。

。

在学习“议花生”时，我主要是让学生自己体会花生的品质，
知道父亲拿花生跟桃子、石榴、苹果比是一种对比的手法。



但是没有过多的引导学生去理解。

，

课文中的“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别人没有用
处的人。”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和中心句，体会了这句话的内
容，也就弄清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我设想让学生联系周围的
生活实际谈谈什么是有用的人，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默默奉
献的人，这一环节设计的意图是让学生学习花生的品质，情
感得到升华。

在本堂课的结尾，我布置学生仿照作者的写法，来写写对自
己有启发的事物，由此深化对借物喻人写法的理解。

在上完第一次课后，我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特别是重点部
分“议花生”用的时间太少了，学生言之无物。我们五年级
教研组的王延芳老师、张玉莲老师、王海玲老师和孙在荣主
任在听了我的课后，及时给予我指导，她们从如何突破重难
点的角度帮我分析，给了我四条宝贵意见：

一、我的这堂课在一开始总结主要内容时，分角色朗读耽误
了较多时间，可以把分角色朗读放在“议花生”这一环节，
这样就可以把时间放在重点部分的处理上。

二、在处理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的比较时，可以用表格
的形式呈现，这样学生能更直观地进行比较，理解花生和桃
子、石榴、苹果的不同。

三、作者的主次分明的写作手法可以和借物喻人的手法一起
放在最后，作为文章的一个总结，这样学生印象更深刻。

四、讲课语速过快，学生可能反应不过来。

听了几位老师的点评，我茅塞顿开，认真修改了自己的教学



设计。在第二次全校语文听课展示中，我信心倍增，感觉处
理重点内容的时间充足了，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引导的不够
好，还是学生太紧张，在谈对花生品质的感受时，学生还是
说的太少。讲完后的语文教研活动中，各个年级的语文老师
针对我的这堂课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肯定了我的努力和进步，
也指出了我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董梅老师指出我的一个
错误：“对比”不能说成“作比较”，“作比较”是说明文
中的说法。张玉莲老师建议，为了让学生在“议花生”部分
有更多的想法可说，应该适当调整这部分的讲课顺序：先用
表格出示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的不同，进行对比，再让
学生谈感受，最后总结花生的品质，这样的设计才能让学生
在充分理解之后言之有物。刘芳主任说，为了让这节课更完
整，字词部分可以适当缩短时间，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定的知
识积累了，轻声字的读音可以在“三习学案”中有所体现，
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轻声词语的特点，将节省出来的时间利用
到花生的作用上，因为花生不光有默默无闻的品质，它确实
还有很多作用。刘芳主任还说，为了让授课更精彩，还需要
注意过渡语的运用，怎样让课堂更生动，也是我以后要关注
的问题。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经过老师们的细心指点，
我对怎样设计教学和如何授课有了更深的感悟和收获。要想
设计好一堂课，除了要吃透教材，还应该重视教学目标和重
难点，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
重难点上。在授课时，不光要注意教态和语速，还应该运用
多种教学方式和教具调动课堂气氛。当然，想上好一堂课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会多向有
经验的老师们学习，以教研促教学，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
平！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三

《落花生》一课，我的感触颇多，我觉得在中年级语文阅读
教学方面值得关注。



一、教师应从始至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导入的悬念到
文章资料的'理解，以及写作方法的说明和对教材资料的补充，
应充分思考到调动学生的原有认知，摸清学生的心理状态，
使学生从头到尾都沉浸在一种我想探究，我想学习，我渴望
解答这一问题的情境之中，这样才能把理解资料，升华感情
与实践导行三者有利地结合起来，真正到达教书育人的目的。

二、教师应当营造平等、愉悦的交流环境，还要适时引导。
语文课上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旦被激发，就会问题多，答案多，
话题多，有时甚至会与课文资料毫不相干，这时教师就要营
造一个平等的交流氛围，但要避免学生谈的漫无边际，教师
就要全面调控课堂，对于学生说得离谱时要采用适时适度的
评价性语言及时把他们引导到课文的相关资料中来，还应注
意不打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保护他们的求知欲。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四

《落花生》一篇叙事散文，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
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
物喻人，揭示了我们要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
说明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
人，课文围绕"落花生"讲了“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
花生”这几部分内容后，提出一个问题：这几个部分内容中
你最喜欢读哪个部分，为什么？让学生自选内容，学习体会，
让学生在无拘无束的自学中个性得到了发展，这样，我就从
学生的兴趣需要中找到了教学的突破口，从而增强了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果。我在课上设计了
《实话实说》栏目，让学生阐述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的目的
是不干预学生的想法，让学生有独立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
无论他想做何种人，只要他的理由是充分的。关注每一个学
生的情感体验、道德生活和人格的养成。并让学生联系周围
的生活实际谈谈，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像花生一样默默奉献的
人，这一环节学生的情感再次得到了升华。



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民主、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环
境，让学生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让人文精神在语文教学中
得以渗透。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五

《落华生》散文是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的作品。这是一篇叙
事散文，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花
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
到的教育。散文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通过谈论花
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
格。说明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
处的人，表达了作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
和价值观。

学习本篇课文确定了四个环节：

1、学习生字词。

2、分角色朗读。

3、研读花生的可贵之处。

4、体会文中的哲理。

课文学习之所以学的透，源于学生预习的到位。在前三个环
节，学生对字词的掌握出乎我的意料，可以很顺利的说出两
个组词，想这与学生每天都写课文阅读卡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分角色朗读环节，我主要从声音大小、感情、正确率三点评
判读的好坏，有了要求，学生才能有目标。

未料到的是体会哲理环节，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今社会需
要像“落花生”那样的人还是像“苹果、桃子、石榴”那样
的人？以此为题目进行了一次小型辩论，开始的时候较遗憾。



因为学生都从苹果、石榴、桃子与花生的口味、外表、成熟
度来辩论，这是我没料想到的。不过最终的引导下，正方学
生说出了花生具有默默无闻品格方面的优点。反方也表达出
了苹果、石榴、桃子自信、勇于展现自我的优点。对此，我
总结到我们既要做像花生一样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人，又
要做像苹果、石榴、桃子一样自信的人。

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依依不舍得与我再见，还想再上一节语
文课。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六

师：全家人都是怎样议论花生的？

生1：姐姐说：‘花生味美。’

生2：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生3：我说：‘花生价钱便宜。’

师：父亲是怎样评花生的？

生：花生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高高挂在枝头，而是埋
在地里，挖起来才能分辨出它有没有果实。

师：请大家齐读第10、12、12、14小节，体会父亲的话的含
义：

（学生纷纷发言）

生1：父亲希望我们做一个不追求外表服装的华丽，而是追求
内在本质的善良的人。

生2：听了父亲的话，让我想起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真正



含义，我们衣服穿得朴素些没事，只要有真才实学，你还是
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

生3：我也想到了一句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我们应该追求内在的美。（此时有一学生手举得
高高的，迫不及待的样子）

反思：听着孩子们滔滔不绝的发言，引经据典，谈感受，说
体会，我正在暗自庆幸“经典诵读”给孩子们带来的益处时，
课堂中出现了另类的声音。现在我们处在课程改革中，我们
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对生4的发言，我感到惊讶，
这是学生在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老师的关注
呀”。学生的发言，犹如一根针一样深深刺痛了我，让我的
心无法平静。我是否关注学生的发展了，我能成为伯乐吗？
一下子，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前，我只在教育理论
书籍上看到过、校长在大会发言中讲到过教师要做一名伯乐，
如今连小学生都直言不讳的要求我们做伯乐，难道肩上的责
任不重吗？上了《落花生》一课，我真是感慨万千。

、

落花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七

《落花生》这片课文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含义深刻，对学
生极有教育意义。我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做到以读为本，在教
学中让学生进行有效的朗读。通过引导学生理解课文，让学
生感受到课文的插图不仅画得“逼真”，而且也要读出作者
描写得“逼真”的句子。读图与读文紧密结合，所以在教学
中，我抓住父亲所说的几句话，作为学习该文的突破口，深
入理解课文内容。

在引导学生理解“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只做体面的人。”
体会这句话的内涵时，我紧紧围绕这句话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什么样的人是有用的人，”“落花生比喻哪一类人？”让



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地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由落花生的.特点
进而阐明做人的道理。

可是对于借物喻人这种写法我指导得不够细，学生写的小练
笔比较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