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精选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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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教学，语言清晰明朗，亲和力强、环节与时间分配
得当、方法灵活多样、过程紧凑、逻辑性强、重难点突出等。

课文导入部分采用补充课题，让学生对凡卡有了初步的认识，
继而通过填空向学生介绍作者“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契科夫
以及其作品特点，引导学生以“可怜”“可悲”“悲惨”等
词语总结凡卡的命运。

在讲授新课的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快速浏览全文，让学生
找出课文哪几个自然段描写凡卡的悲惨生活?再引导学生把全
文分为三个部分：挨打、挨饿、挨困。接着引导学生分析凡
卡悲惨的命运，体现作者表达的层次性、条理性。同时以揍、
捞、戳等关键字引导学生用悲惨的语气读出相关句子来直接
体会直接描述的写作方法。

课文围绕以学生“读”为中心，创设情景指导学生采用多形
式的朗读，抓住关键字进行朗读表演：以“喳喳、吭吭、一
会儿、一斗烟、一阵子”体会“生活乐”；以“啦、拿雪擦
亮了、眨着眼”体会“景色美”；以学习哀求语气片段，感
受痛苦心情，体会反复呼告引起强烈震撼的表达效果，最后
师生共同讨论故事结尾，感受人物的命运从而结束全文。

我真正感觉到：教有法而无定法。同样的一节课，在不同教



学者的指导下所展示给我们的将是大相径庭的不同效果。教
给学生知识的同时首先不仅我们要认真体会作者的意图及所
创设的意境，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教会学生学习体会的把握。
在课文的讲述中，采用哪种合理教学手段及采用哪种方法将
显得尤为重要，将这些方法如何巧妙的运用到教学当中并收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显得更为重要。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篇二

上周我们学校组织了一轮高效课堂的讲课，讲完了课，我想
说说自己的课堂。

本次我讲的是人教版六年级下册《凡卡》一课。这篇课文讲
述的是凡卡写信，向爷爷诉说自己在老板家痛苦悲惨的生活，
并插叙了自己在乡下的回忆。

课堂伊始，我导入课文介绍了上节课的内容。然后按照高主
任的教学思路，回忆插叙的内容，并且把插叙的内容与凡卡
的悲惨生活联系起来，讲述凡卡的悲惨生活。

说说自己在教学中的缺点：

对于高主任设计的这篇教案，对于我这样的新教师来说，确
实有一些难度，我在执教时发现自己对于课堂的把握还不够，
各个环节的过度的语言设计还不够，对于学生的引导还不够。

对于学生的引导，教师的课堂追问还远远不够。没有让学生
充分体会悲惨，没能让学生充分体会凡卡内心的哀求。

教师在课堂的提问，有些语言过于拔高了学生，教师急于寻
求问题的答案，有时候对学生的引导不充分的情况下教师就
急于说出答案。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学着改变自己的教学思路，学着向高主



任的教学思路看齐，希望自己更进一步。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凡卡》一文，如果通篇串讲，不但使文章特色荡然无
存，学生感到索然无味，其效果也会事倍功半。因为文章篇
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它交织着写信、回忆、侧面烘托三
条线索，多层次、多角度地突出文章的中心。如此错综复杂
的事件关系，便构成了本文的教学难点。为了实现长文短教、
化难为易，我是这样教学的：

首先，从整体入手，直奔中心，扣住学生的情感世界。待学
生完成自习预习，了解课文大意后，我提出了这样的问
题：“初读课文，你对本文有什么总的感受？”目的是让学
生悟出文中的情感，使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一氛围中，以缩小
教学因时间、空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困难。同时明确文章之所
以感人，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手法，来
突出同一个中心：沙俄时代穷孩子的悲惨命运。这样抓住关
键，直奔要害，能给学生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次，有意识地把文章按线索破为三大块，为突破重点做好
准备，我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找出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
旨在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线。再采用以点带面、发散思维的
方法进行引导：“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哪一点最让你感
动？”这是抓住学生情感世界的一次延伸，所以他们不难得
出共识：向爷爷述说悲惨学徒生活那一段。接着精读细
读：“凡卡经受了哪些痛苦？”“凡卡的叙述使你的眼前展
现了一幕幕怎样的画面？”目的之一在于读懂内容；目的之
二在于感染情绪，使学生的心始终与凡卡的心紧紧地贴在一
起，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进而明确此种细腻、
逼真的写作手法。接着继续抓住学生情感：“试想一下，凡
卡写到这儿是一种什么心情？”发散学生思维，培养想像力，
进一步感染学生的情绪。“如果你就是小凡卡，你会怎样诉
说？”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这一段，提高朗读能力。“凡



卡苦苦地哀求爷爷带他回去，这一内容信中多处出现，请大
家有感情地朗读，体会凡卡痛苦的心情。”这样一来，原来
一封长信，就浓缩在一个重点段上，再放手让学生朗读，从
中悟情明理。既节省了时间，又发展了学生的品评鉴赏能力。
到此，教学的第一板块结束。

“我们除了从凡卡的语言叙述和城乡生活的对比中感受到他
悲惨的命运外，你还能从文中哪些内容体会到凡卡生活的悲
惨，内心的痛苦？”这一问题使学生的思维自然导向第三板
块。而且稍微拔高了难度，让学生“跳一跳，摘到桃子”，
使他们获得探求知识的乐趣。学习好的同学动动脑子可能会
想到凡卡写信前后的心情，中下等同学可在老师的提示中得
到启示，进而明白：原来文中细致入微地刻画凡卡写信前担
心、害怕的神情；写信中多次叹气；写信后还做了一个好梦，
也充分地表现了凡卡悲惨的命运。到此，教学三大板块结束。

最后，把三大块有机地结合起来。说说作者是什么样表达中
心，突出凡卡悲惨命运的。此时，学生的脑海中已有清楚的
三条线索：信中诉说悲惨学徒生活，揭示了中心；回忆往事，
对比现实，衬托出中心；结尾的美梦，暗示了文章的中心。
到此，教学任务全部完成。

这样，抓住情感因素，以朗读法为主，以问题教学法和讨论
法为辅，交替使用，使学生不但理清了文章纵横交错的三条
线索，感悟到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的问题，由浅入
深，击中要害，还使学生在朗读、讨论中深切感悟到语言的
精髓，但本节课朗读指导还不充分，有待加强。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篇四

最后我决定把握教学目标，简单教，简单学！本课的教学目
标是：

1．会写15个生字。



能正确读写“饥饿、礼拜、生锈、揉皱、昏暗、眯缝、耸肩、
一缕、稀粥、撇嘴、起伏、匣子、冻僵、逗笑、窜过、逮住、
孤儿、打搅、甜蜜、暖炕、耷拉、火柴梗、圣诞树、黑糊糊、
笑眯眯、孤零零”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整体把握主要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
痛苦的心情。

3．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作者叙述、信的内容和回忆插
叙结合来写的表达效果，体会课文结尾中“梦”的含义。

第一课时，让学生初读课文，弄清生字新词的读音写法。随
后带着孩子们把文章中的人名反复读了几遍，这样以减轻学
生在朗读课文中的难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读外
国作品，原因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就是我觉得人名太长，有
障碍。以小孩子的眼光看课文，然后指导他们学习。

接着，我让孩子们谈谈对这课的看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好多同学都纷纷表示不喜欢，原因就是“小凡卡的生活太苦
了。”他们不喜欢悲剧。原本我设计这一环节就是为了让学
生喜欢上课文。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说喜欢课文。于是我顺势
对孩子们说：“同学们，你们通过朗读课文，已经知道凡卡
过的日子非常苦，你们都产生了对这个孩子深深的同情。为
什么你们能在瞬间产生这么复杂深厚的感情呢？这就是普普
通通的文字组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巨大的魅力，造成了我们感
情的变化。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和平的社会里，也有许多悲
剧，比如昨天青海省发生了7。1级的地震，比如，前不久，
山西煤矿发生了矿难……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用文字来记
录这些悲剧，来激发人们的同情，来引起人们的重视，让人
们引以为戒，让悲剧远离我们！孩子们，如何应用文字是一
门很深的文字，今天，我们来好好学习《凡卡》这篇课文，
去体味文字带给我们的精彩！”



察言观色，孩子们对这篇课文有兴趣！

最后一个环节，我让孩子们浏览课文，弄清课文的脉络，课
文是按“准备写信——写信——寄信”的`顺序来写的。

第二课时，我先引导孩子们迅速找出“信的内容”，通过体
味重点的句子，去体会凡卡学徒生活的苦。孩子们的朗读很
到位。然后引导孩子们朗读凡卡要求爷爷接他回家的自然段，
体味回家之情切。这部分的教学也是我的重点教学内容。

随后让孩子们找出凡卡回忆的自然段指导学习。凡卡的回忆
是甜蜜的，让孩子们读出凡卡内心的快乐。接着引导学生分
析，凡卡的乡下生活真的很甜蜜吗？为什么在凡卡看来这么
甜蜜呢？并告诉孩子们这一部分的写法叫“插叙”，这里插
写的内容更加烘托了凡卡学徒生活的艰苦。

第三课时，让学生找出凡卡写信时候的神态动作的语句，让
学生体会细节描写的作用。接着让学生分析故事的结尾，展
开了辩论“假设爷爷能收到信，会来接凡卡回家吗？”学生
在辩论中明白了，凡卡的悲剧是当时黑暗的社会造成的，凡
卡的命运不会有改变。

最后让学生续写课文，《凡卡醒来后》。

应用这种传统的教法，三个课时基本完成了教学任务。学完
这课，我的感受就是上课的程序依然不够简单，过渡不太自
然，而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一直保持兴趣。课文长，
教学冗长，这是我整体的感受。看来，长文短教只是我的理
想，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突破！教学中，依然不能大
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就是这课教学效果不太让我满意
的基本原因！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深钻教材，有自己的见地，
然后大胆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这才是让人满意的课。

一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到底该如何调节教学设



计，在另一个班级实施教学，依然没有思路！

六年级人教版语文凡卡教学反思篇五

回顾《卖火柴的小女孩》顺势讲到《凡卡》一课，契科夫笔
下的九岁凡卡又是怎样悲惨的生活呢？学习课文，给学生充
分的时间读熟课文，标注自然段。接着一段一段浏览读，说
出每段的大致意思，这样就自然明白了文章按“准备写
信——写信——寄信”来写的。其中写信部分有信的内容和
回忆部分。写信当中穿插了回忆乡村生活的情景，这种写法
就叫插叙。

引导学生读，和学生一起学，一起探究自然对课文有了初步
的认识。

深入下去探究文章的内涵，读信的内容体会凡卡的悲惨生活。
从关键句，关键词中充分感受到这样的生活让凡卡只有死路
一条了，从而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读中说体会，体会中读
是感悟深刻文章的一种朴素的方法，也是心灵和文本对话思
考的过程。

再来学习穿插的回忆乡村生活部分，学生美美地读着，多美
好的生活啊，难怪凡卡求爷爷把他接走。可凡卡能被爷爷接
走吗？凡卡的信爷爷能收到吗？链接当时的社会背景，学生
走进当时社会去思考，去理解。在交流中学生认识到爷爷不
可能收到凡卡的信，凡卡的悲惨的命运控诉着当时社会的黑
暗和不合理。

可最后作者却写凡卡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爷爷读他的信。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探究中体会文学的魅力，不必多讲，点
到就让学生多多读，读中体会文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