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教学反思(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一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秋天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

《秋天》是诗人王宜振书写的一首对秋天的赞歌。本课语言
优美，很有童趣。秋天离我们很近，孩子们很喜欢秋天，在
他们眼里是各种各样的秋天。所以在学习这首诗歌前，我让
孩子们留心一下上下学上，找找秋天的影踪。学习《秋天》，
我由秋天的太阳为什么会“更红更娇”?空气会“更甜更
好”?让学生质疑,激发学生探究下文的兴趣.学习诗歌，主要
采用反复诵读，体会文字所描述的场面两个步骤去学习。这
个是我听了俞教导的课后的收获。我觉得教学应从扶到放，
教会学生学习诗歌的方法。让孩子们自己尝试去学习。

样的语文训练非常扎实。于是在我的课上现学现卖，尝试着
把课堂回归学生，踏踏实实的让学生通过诵读，去体会诗歌
的文字。特别是三、四、五小节。这一部分文字浅显易懂，
可以完全让学生去合作探究，只在一些难句上稍加指点。只
是我还是没有放手让学生去说，总怕他们不会说。

然而我明白，只有让学生大胆的说，鼓励他们说，这样的课
堂才是扎实有效的。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二

《秋天》这首诗，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捕捉到秋
天那令人心醉的动人景象，描摹出秋野溢彩流芳、生意盎然
的美好意境。通篇诗歌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写，描写秋天迷
人的景色和丰收的景象，语言优美生动。在作者笔下的苹果
姐姐会因为天气凉了，嚷着要穿红袄；葡萄妹妹要披紫
袍……这首诗富有童真童趣，贴近学生情感，学生学起来自
然兴趣盎然。

在本课的教学之前，我先布置学生自己去观察秋天，描绘秋
天，歌唱秋天，在教学时，我将诗歌展开一幅幅画面，把图
文对照起来，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并抓住抒情这条
线，引导学生朗读、想象，去感知语言之美。这样，让学生
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体会作者对秋天的热爱和赞美之
情了。教学后，我让学生再搜集一下古人描写秋天的诗文，
比较古今写秋的不同，感悟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字所表现的秋
天之美。最后仿照本文的'形式写上一两小节秋天的诗或写一
篇赞美秋天的小练笔，充分让学生去表达自己对秋天的热爱、
赞美的情怀。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读后令我甚是喜欢。也许是缘于我偏
爱此诗吧，在教此文时，我是热情洋溢的。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多种方式的朗读进行，想不到在我的热情点拨之下，学生
的热情如此的高涨，让我感觉到秋天的热情以及它的活泼。

在教学第三小节时，此节运用了拟人手法，我同样让学生用
同样的手法描写其他事物，学生可积极了……“春天像顽皮
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春天像个大医生，把大地从冬天的
昏迷中救醒；春天是个善良的天使，送给了万物活力”，看，
这就是学生扪的佳作。



乘胜追击，课后，我让学生仿照课文自己也来写一首小诗歌。
这样的适当仿写让我知道学生的模仿能力是如此的强！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四

《秋天》一课的教学，我通过多样化的朗读带学生走进了课
文的优美意境中。朗读对语文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各项语文
活动都要由阅读文体开始，对于诗歌则尤为重要，只有反复
朗读才能走进诗歌走进作者的心里。所谓多样化我认为首先
是指程序上的循序渐进，由识记生字到读顺诗歌再到读出韵
律以至读出感情，步步走来，由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习
惯。其次是指多种方式朗读，可以自读、同桌对读、齐读、
师生共读，形式多样化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课后
看来，总觉得读出韵律一节处理的不妥当。我的本意是想通
过四步读教给学生实实在在的方法，但由于诗歌节奏的划分
本无定法，它和语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教给学生划分
节奏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第一诗节给学生作一个范例，
并不能真正教给学生一些规律性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这一
环节上的遗憾。

文档为doc格式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成功运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这我想是本节课的最大
特色与亮点，优美的、处处弥漫秋天的气息的课件，尤其适
合诗歌的教学，极大地帮助学生理解与体会诗歌的意境。优
美的课件为学生的品味、朗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课件
用落叶、枫叶、蓝天、白云、稻谷、蜻蜓、果实等等秋天的
典型事物渲染秋天的氛围;用音乐渲染秋天的意境;对于学生
提高兴趣及体会诗歌语言和情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每一堂课我都认为应该给学生一个质疑问难的机会，因
为“学贵有疑”，正所谓“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



真正对课堂提出问题的学生才是真正走进文本，有着独立思
考意识的。但可能由于时间的限制，很遗憾，在本节课上却
缺少这一环节。在这堂课的最后，我设计的环节是改编《春
天在哪里》这首歌曲，似乎不用精心设计，提到秋天的景色
就很容易联想到这首歌曲。

针对初一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如果你要求他根据秋天的
景物去写一首小诗，他们可能会无从下手，并且在一开始就
会将这个问题定位为难题，这样就会使他们失去兴趣，失去
创作的欲望。因此我要求他们改编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在
优美的旋律中让他们放松心情，收获灵感，同样是用秋天的
景物当作歌的意象，但他们的创作热情却非常高涨。当然，
初创作的歌词听起来较为通俗，仍需锤炼。

秋天的教学反思篇六

《秋天的怀念》前年讲过一次，感觉没有透。今年又讲了一
次。感觉在“入”和“出”上进了一步。

史铁生经历独特，偏于内省。他的文章情感饱满，意蕴深厚。
他是我沉浸最多的当代作家。

《我与地坛》地坛于史铁生，是重生的子宫，是涅槃的丹炉。
是一切的一，是一的一切。

《务虚笔记》多条心路纵横交错，相似起点引出不同放射线，
演绎错综复杂的悲欢离合。

《病隙碎笔》里有残缺，有救赎，有信仰，有欲望，是真实
的心魂在流动，在挣扎，在寻求，直到永恒。

史铁生之所以为史铁生，疾病和母亲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
两点在《秋天的怀念》中都包含了。



儿子瘫痪后，暴怒无常，陷于绝望；母亲忧病交加，隐忍坚
韧。母亲借“看花”引发儿子生存的欲望和活下去的动力。

字里行间，是生与死的交汇，是爱与痛的交织，是悔与悟的
交替，是迷与醒的交辉。

然而无论自己对文章的领悟深到何处，永远不要忘了自己面
对的是十几岁的少年。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文字，怎样引导他们从文字走到形象，
从形象悟到意蕴，如何做到深入，浅出，那就需要搭桥铺路。
直观景物，声音渲染是不错的两座桥。

朗读声音传情，穿插恰当的音乐渲染气氛，学生反复诵读，
读出语气和表情，设身处地进入当时的情境。老师讲课时声
音的高低快慢起伏都可以成为传情达意的桥梁。

“菊花”是本文的主要意象。五彩缤纷，泼泼洒洒，大片大
片，烂漫开放的菊花，这样的图景，不用引导，孩子们自然
联想到“生命”、“活力”、“旺盛的生命力”、“希望”
之类的词语。

也自然领会到母亲反复请求儿子去看花，是为了激发儿子的
生存意志，好好活下去……

母亲爱花。读到“白色的花高洁，黄色的花淡雅，紫红色的
花热烈深沉”一句，看着眼前的各色菊花，花和人在此合一。

文中多处语言细节值得品味。举其二：一“忍”，二“挡”。

“忍”：母亲忍住的不仅是眼泪，还有对儿子的担忧，以及
自己的病入膏肓。她把一切苦忍住，默默承担命运的重负。

说出的是“要好好活……”



“挡”：母亲以病弱之躯，挡住的不仅是飘落的黄叶，还
有“我”那纷乱的思绪和躁动的情绪。

“挡”住的是阴霾，撒下的是阳光。

对一个个词语慢慢体会，如同浸入湖水，感受，融合。

从文字到形象，从形象到情感，从情感到感悟，从感悟到意
蕴，一层层，从水面往下，再往下，一直到湖底，让学生在
词语的湖水中沉浸。

如此沉浸后，一步步上升，浮出湖面，来到岸边，带着沉浸
的感受俯瞰，从入到出。

如此，入得深，出得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