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 为人
民服务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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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
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也是学生在小学阶段第一次接
触到的夹叙夹议的文章。以《课标》为指导，结合单元主题、
教材、教参，我拟定了本课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围绕“为
人民服务”这个论点从几个方面去论述什么是“为人民服
务”，体会这种逐层深化，条理清晰，突出主题的写作特点
是本文的教学重点，学困生掌握起来有些困难，又因为文章
内容背景距离学生生活实际较为遥远，文中个别词语，张思
德的精神品质学生很难理解和体会，所以，在还没有上这课
之前，我反复想，怎样便于学生理解呢？基于这一点，课前
我注意引导学生查找文中一些词语并收集整理与文章写作背
景相关的信息资料，以便为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作好准备。

本文用两课时完成，第一课时本着把课文读“薄”的原则，
让学生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张思德的有关资料，读懂课文
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含义。在此基础上，通过独立读
书思考，理解每一自然段论述的中心问题，以及几个问题间
的联系。第二课时本着把课文读“厚”的原则，理解课文是
如何围绕着“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论点从三个方面层层展
开阐述的，并了解议论文的一些论证方法，初步感知议论文
语言之间的严密性。本节课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我考虑到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的结构



相似，都是先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或引用古人的佳句或举
例说明来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使我们对生死、批评有了正
确的理解。所以，教学时，我采用扶放结合的方法，先引导
学生学习第二自然段，再放手让学生自学第三自然段。

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语言通俗易懂，论述层次也很清晰，我
在学生书读的基础上对段的内容一点而过，然后抽出其中典
型的`几句再次引导学生体会句子之间的严密。由于教学时我
从题入手，理清脉络，抓中心，悟道理，由理及情，由情导
行，使比较难理解而又比较枯的论文变得易学，有趣。

另外，我还鼓励学生从文章“为人民服务”这一内容想开去，
让学生针对感受最深的句子谈感受，其目的一是为了让学生
学习围绕一个观点层层展开论述的方法，二是学生可以通过
名人故事，身边事迹去感悟什么行为叫“为人民服务”。

如果说到遗憾的话，我觉得，本节课我只顾着完成自己的教
学任务，对学生学习方法指导不够到位，如果后面不拓展
《人民英雄纪念碑》，把留下的时间让学生多说一些，或者
写一写，老师再引导到本节课教学目标上来，本节课的教学
任务完成更到位。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有幸参加了歇马镇组织的语文课堂教学大比武，主讲了《为
人民服务》有如下反思。

1、学生对课文的背景了解过少，并且这是学生初次接触议论
文，文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更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对
学生来说，是无趣的，对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仅有激发学生“我想学”
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是起引导的作用，与其枯燥地
讲解，不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我去研读。于
是，我确定的目标是让学生有明确目的地读书！那么学完这



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背诵课文！这是一篇议论文，学生
必须理解了课文资料才能简便背课文。此环节设计合理。

聪明的学生立刻说了，感觉一句比一句深入，说得具体明白！
于是我抓住学生说的越来越深这句话，告诉学生，一句比一
句深，句与句之间就是递进的关系，每个句子之间就是这样
连起来的！这样，学生就理解了“递进”。之后，我让学生
再次小声朗读这四个句子，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最终，让孩
子们根据自我的理解再读四句话，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背
出来。短短的几分钟内，就有不少人过关！这课的教学，我
感觉的用的是“剥笋”的方法，一层一层剥开，让学生见证
惊喜见证奇迹。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为人民服务》是一篇讲演稿。讲演，是一种强调阐明观点
和宣传效果，并注重感情感染的论说方式。《为人民服务》
这篇讲演稿对学生来说是有必须难度的，要让学生反复读课
文，在朗读和默读的过程中理解课文资料。教师就应从“深
文浅教”中教会学生。透过课堂上的实践，证明了这节课的
安排是合理的，学生学到了知识，老师教的简单，收到了实
效。从学生的发言中可看出，他们对此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学生为何对文章能作出如此透彻的理解呢？简单地说，他们
已经初步掌握了必须的学习方法，具备了必须的学习潜力。

长期以来，我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渗透和学习潜力的
培养，进行了“读——想——谈”小学语文教学模式的探讨。
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我去
研究，教师不讲也能够，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我的潜力了
解功课时，教师才去调兵遣将帮忙他。这种模式营造了让学
生主动地获得学习的成功，同时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潜力，自
学潜力发展也得到了提高。他们能够大胆地去发现、去想、
去说。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为人民服务》是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举行的
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发表的讲演。

这篇文章是议论文，全文阐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文章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中心，分层进行了论述。
这种无故事情节、无华丽辞藻的文章，对小学生来说是“无
趣”的。课文距今已近六十五年，学生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知
之甚少，不易理解，难以引起情感的共鸣，又因为学生是初
步接触这类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文中一些语句含
义深刻，更是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文章的难点有两处：一是体会“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理
解一些含义深刻的句子，但是实际教学中，这节课给我的感
觉理论知识很是深奥，学生对作者的话语理解的不到位，他们
“对人民服务”的理解总是浮在毛皮之上，仿佛隔靴瘙痒一
般。在备课时，我反复研读课文，总觉得犯困。

课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课文的第二、三
自然段的结构相似，都是先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或引用古
人的佳句或举例说明来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使我们对生死、
批评有了正确的理解。

因此，教学时，我采用先扶再放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引导学
生学习第二自然段，再放手让学生自学第三自然段，课文的
第四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段中的重点，我注意引导学生分层
理解逐步学习，第一步给此段分层，并概括层意，第二步抓
重点词句，领悟道理，由于教学时我立足于综合运用小学阶
段的基本功，从题入手，理清脉络，抓中心，悟道理，由理
及情，由情导行，使比较难理解而又比较枯燥的文章变得易
学，学生学得快，学得积极。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只是起引导的作用，与其枯燥地讲



解，不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研读。《为
人民服务》是一篇演讲稿。演讲，是一种强调阐明观点和宣
传效果，并注重感情感染的论说方式。既然如此，就让学生
先听演讲吧。我充分利用远程教学资源，让学生先听着演讲
进入文本，而后谈谈能引起你共鸣的地方。演讲中的慷慨激
昂感染了学生，听完演讲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看
法。

一个学生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句话
引起了我的共鸣，从这篇演讲稿中，我不仅知道了张思德的
死比泰山还重，而且还知道了李大钊、江姐、黄继光等革命
烈士的死也比泰山还重，他情不自禁地朗读起这句话，并
在“泰山”和“重”这两个词上加了重音，通过他的自读自
悟，让全体学生受到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

另一个学生在分析如何正确对待批评时，不由自主发出感慨：
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对待批评都是欢迎的态度，想一想
自己真是羞愧，对待批评总是逃避。通过他的自读自悟，让
学生受到了反省自我的教育。

学生一个接一个，就连我认为很普通的一句话都被学生诠释
得精彩至极，连我认为很难的问题全被学生轻易解决，这就
是个性化的阅读，枯燥无味的议论文竟被学生读得有滋有味，
这是我课前根本想不到的。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把“课堂”----学习主动权，还
给学生，让学生轻松、有趣、自由、放胆地走进课堂，才能
让语文课堂，焕发光彩，勃勃生机，成效显著。

为人民服务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中的
第12课。此文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同志
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文章论点鲜明，论述缜密，层层深入，



是对学生进行良好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好教材。

由于文章资料背景距离学生生活实际较为遥远，对小学生来
说是“无趣”的，学生理解课文资料有必须难度。在备课时
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一是让学生学会阅读以议论为主的表
达方式的文章；二是让学生受到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教
学难点一是体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理解一些含义
深刻的句子。所以我这样设计教学的：

首先，初读课文掌握大致资料。预习和早读时要求学生读课
文并试背课文。上课的时候，我问学生：“你们会背了
吗？”孩子们面面相觑，面露难色。然后我说：“同学们，
别紧张也别害怕，为什么这课不能容易地背诵出来呢？因为
这课同学们还没理解。这是教师的问题，不是你们的过失。
在今日的两堂课里，我将引导你们理解课文资料，并保证只
要你们认真听讲，努力思考，两堂课下来，个个都能流利地
背诵课文！”这时，孩子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

其次，细读课文理解课文资料。比如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以
小见大，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含义，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
死观。学习时，我引导学生对“重于泰山”之死的理解由战
争年代的英雄转到和平年代的人民公仆，进而转到普通的劳
动者。在课上，我还引入了六年级上学期学过的《有的人》
这首诗，让学生感受到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虽死犹生，永远
活在人民心中。

之后，围绕课后题展开教学。课后习题学生能回答的让他们
回答。比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
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
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
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几句话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首先要让学生懂得这几句话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其次还要
让学生明白句与句之间是怎样样连起来的。教学的时候，我
先让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自我领悟每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又让学生联系名言警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要
学生列举受到教师或同学批评的实例，说说自我当时的感受。
当孩子们把这些平时熟知的语言和事例与课文资料联系起来
的时候，他们的思维也活跃起来，这样一篇离孩子们很远的
文章一下子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理解了每句话的意思，句
与句之间是如何连起来的对学生来说就难了。于是我让学生
说说从每句话的意思中看出了什么？聪明的学生立刻回答，
感觉一句比一句深入。于是我抓住学生说的。回答，告诉学
生，一句比一句深，句与句之间就是递进的关系，每个句子
之间就是这样连起来的！同时，学生就理解了“递进”。之
后，我让学生再次小声朗读这四个句子，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疑问。最终，让孩子们根据自我的理解再读四句话，看谁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背出来。短短的几分钟内，人人过关！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自由简便地走进课
堂，让语文课堂焕发勃勃生机。这是学生需要的，更是教师
们所期望的。

另外，我还鼓励学生从文章“为人民服务”这一资料想开去，
学生能够经过名人故事，身边事迹去感悟什么行为叫“为人
民服务”，因为对于“以我独尊”的现代独生子女来说，理解
“为人民服务”远比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来的“为人民服务”
容易多了，我相信，在他们心底，已经根植了为人民服务的
种子，他们必须会努力前行！

语文即生活，尤其是这样一篇经典的文章，如果不把它的根
深植在生活的土壤里，它就会枯萎在学生的心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