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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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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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篇一

《松鼠》是一篇科普说明文，语言准确生动。我把阅读和语
言的理解作为课堂突破的重点。

课堂开始，播放松鼠的视频，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概括松
鼠的特征，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整体感知，初步培养学生的概
括能力，体现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有利于发展
学生的个性。

分析体现松鼠特征的具体内容时，让学生分组研讨，提高了
其具体分析能力和合作探究的能力。在分析文章语言特色时，
运用分析、整合、诵读、对比阅读等多种方式：勾画出自己
喜欢的词语，说出理由，试着有感情的诵读；把布丰的《松
鼠》与《辞海》中“松鼠”条目进行对比阅读，具体感受到
本文准确而又生动的语言特色。总结学习说明介绍动物的方
法，学以致用，让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动物，对学生进行说
明文习作训练，形成文字，现场展示并加以点评，提高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堂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为保护野生动物出谋划策，进行
情感升华，激发学生保护动物、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并付
诸行动。把学习由课内延伸的课外，拓展了其内涵。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篇二

要想让学生一堂课全神贯注的听讲确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
也很难做到。开始上课的时候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孩子
总不认真的听课，不专心，常开小差，常常半路停下来处理
课堂纪律问题。反省后觉得是自己纪律没抓好。后来看了一
位老师的《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才有所感悟。
这位老师在里面写到“在我们班上课，孩子想开小差都难!”
这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让孩子一定愿意听自己的课。我开
始反思课堂纪律不单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也是老师的问题。
我开始注重提高课堂本身的趣味性，更加用心的去好好的备
课。你的课有激情，同学们就容易被你的激情所带动；你的
课有意思，同学们才乐意全身心的步入你的课堂，乐于学习。
所以要用心备课、认真备课，不备好课，不进课堂。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篇三

其实，孩子们对本单元的人物并不陌生。对本单元的课文也
很感兴趣。

也分析得头头是道。理解了，读起课文也格外通顺。

2、正视孩子们的学生的合作学习成果。课堂上的小组合
作“昙花一现”的景象我也觉得很让我欢喜。虽然，汇报没
有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磕磕绊绊也是他们的成果啊！

1、对名著的了解还是不够。孩子们对我国四大名著还是很陌
生。不是书名记不住就是作者记不住。尤其是说些内容，有
的孩子傻了眼，默不作声。哎，孩子们的课外阅读量还是少
了些。

2、上课回答问题的寥寥无几。自从学校规定，第二课时不能
预习以后，很多孩子上课的时候，都在蒙的状态中。让他们
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场面很是热闹。当让每个小组回答问



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组痛快地站起来回答问题。除非，我
有加一句，你可以代表你们组内回答也可以。这时候，有几
个组长才站起来回答问题。而且，回答也不是那么完美。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篇四

?火烧云》是一篇写景的文章，描写的是晚饭过后，火烧云从
上来到下去的过程中，颜色和形状的变化，表现了作者热爱
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在设计本文的教学过程时，
我力求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体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

一、抓住一个“读”字，锤炼语言美。

?火烧云》一文是著名女作家萧红写的。课文描写了日落时晚
霞的美丽景象，以“变”字统领全篇，且节节有“变”，使
自然之美、人与物之美在“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
如“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一句，一个“烧”字，
道出了火烧云的范围之大，气势之宏，色彩之艳。文中还用
了很多叠音词，如‘笑盈盈”“红通通”“金灿灿”“偏
偏”以及“跑着跑着”“恍恍惚惚”等，不仅增强了语言的
音乐感，而且形象地描绘出火烧云的色彩、形状变化及人物
的情态。所以，在教学时，注重学生的朗读，让学生在朗读
中感悟火烧云的美，从而激发学生对火烧云乃至自然景观的
喜爱。

二、抓住一个“多”字，领略色彩美。

第三自然段主要写了火烧云的颜色多，变化快。为了感受火
烧云的颜色美，让学生圈出描写火烧云颜色的词语：“红彤
彤、金灿灿，葡萄灰、茄子紫，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色”，
并配以图片认识这几种颜色，给学生以直观的感觉，边读边
想象加深对颜色的理解，体会火烧云颜色美。而后引导学生
发现这3组描写颜色词语的规律，从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其
规律：第一组为“abb”形式，第二组为“事物+颜色”，第三



组为“半……半……”。接着点拨学生说说这种形式的描写
颜色的词语。短短的几分钟，他们就说出了多个不同形式的
描写颜色的词语，既加深了对火烧云颜色美、变化多的理解，
又发展丰富了学生的语言。

三、抓住一个“奇”字，想象形状美。

在教学火烧的形状时，让学生找出描写形状变化的语
句：“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忽然又来了一条大
狗”“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配图想象火烧云的样子，然
后让学生发现课文是按照“动物出现——样子变化——消
失”的顺序写了火烧云的形状奇特，变化快的特点。通过这
样的方法，让学生了解段落结构，这为后面的拓展训练作了
铺垫。最后设计了一个练写的内容：天空中还可能出现什么
样的火烧云?学生们一个个争着展示自己的作品，情绪非常高
涨，课堂气氛又一次达到高潮，此时，他们主动地实实在在
地进入了语文学习和语言思维的锻炼中。通过学生的言语表
达能力，来促使学生的想象越来越丰富。

我觉得做得不足的地方有几点：第一，重点段落读的时间还
不够。本课重点是形状的变化，但是学生对云的形状怎样变
化的，理解的不够透。第二，时间的利用欠妥，没有在预设
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意充分利用课堂的
有效时间完成教学目标，使教学活动即扎实又灵活。

语文八上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执教了三年级上册第24课《司马光》，现反思如下：

教学目标达成，学生能在熟读基础上感悟，敢于质疑，并熟
读成诵！

教学环节中，学生读、准确停顿读、个人读、小组读表现都
很好，这给理解打好了基础。交流不理解的词语时，学生能



够根据课下注释、文中插图进行帮助性理解，几个孩子还能
根据文字组成词语来理解（如：“一儿登瓮”中的“登”字，
学生组词“攀登”，在这里就是攀登到了瓮的顶上），这是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用现代汉语组词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表现。

也有学生不理解的词语。我环顾了每个小组，发现问题最多
的是“众皆弃去”。学生在讲故事的时候，总是把“弃”理
解为“放弃、抛弃”，这是联系现代汉语的结果。可是，在
这里，“放弃、抛弃”又似乎不准确。我抓住孩子们汇报时
的故事情节，指导孩子：“想一想，一群几岁的孩子遇到了
这种情况，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有的孩子说他们会害怕，
有的孩子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就是“众皆弃去”的背
景。其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害怕，所以都跑开了。
这样一个问题，正可以引出“众儿”与司马光的不同，再相
机让孩子说一说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很自然就说出了
“沉着冷静、聪明机智、乐于助人”。

在讲故事这个环节中，几个孩子把“一儿登瓮”理解成
了“一个小孩儿登上一块石头，然后掉到了水缸里”，这是
受了《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的影响，可是文言文中并没有
说明孩子是登山失足。所以，我又重新代领孩子理解这句话，
“登瓮”是登到了瓮的顶上。可是，紧接着一个孩子讲故事，
就说这个孩子登到了缸里。问题又来了，我们重新回到这句
话，体会究竟是登到了瓮顶还是进了瓮里。虽然在理解的过
程中，孩子们出现了一点点偏差，可是学习就是这样，只有
不断改进、思考，才是学习的过程。

拓展环节的设计有些难度，对于刚刚接触文言文的学生来说，
《徐孺子赏月》比《司马光》难理解，个别字词理解起来困
难，让他们自己讲就更难了。我想，当下正有一个解决这个
问题办法——请教每组旁听的老师们啊，这不也是一种学习
文言文的方法吗？于是，孩子们在注释、请教中学习完了拓
展文章。我在小组巡视时发现，每组有一到两个同学能够理
解，剩下的孩子都是懵懵懂懂。拓展阅读的设计，本身就有



让孩子运用已学方法理解文意的意思，在此基础上产生对文
言文的喜欢。所选题目虽有些难度，但孩子们探索的态度不
变，依然在认真地研究，这才是学生学习的态度。

整个课堂，最大的问题还是孩子们的倾听习惯不好。大家总
是在别人发言时表情默然，没有专注的表情，更没有眼神的
交流。在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还要重点培养孩子的倾
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