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绿色的梦教学反思 镜子绿色蝈蝈教
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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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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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梦教学反思篇一

《绿色蝈蝈》这一堂课总的来说上得不那么理想，我想主要
是因为以下几点的原由吧：

一是不能因材施教，自己违反了教学最基本的规律，没有充
分了解学生和尊重学生，殊不知再好的教学方法如果学生不
能配合就是最蹩脚的，这是对我不深入了解学生的惩罚。

二是教材处理不科学，贪大图全，结果目标太大等于没有目
标，这也与第一点教训息息相关，对学生不够了解导致目标
确定不科学，以后得出一个教训就是：一堂课要稳打稳扎，
不贪多求快，完成一个任务是一个，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三是心理素质不成熟，驾驭课堂的能力还不强。上课一开始
情绪还非常饱满，但一旦学生出现状况，课堂冷了场就开始
乱了阵脚，虚荣心在作怪，结果越是怕出丑就越是出丑，不
是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补救而是消积放弃，只求早点上完了事，
这是对自己、对学生不负责的表现，也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
由此可见，我自我调控能力还不强，更别说调动学生了。一
个成功的老师应该是一个栏目的主持人，他会用多种方法去
激活现场，带动观众，让整个节目跟着他的目标走，而绝不
会让节目冷场。所以我离一个优秀教师的目标还差很远，今
后得在这方面做个有心人，要千锤百炼。



这堂失败的课于我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差距在哪里，努
力的方向在哪里。

绿色的梦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觉得有这样几点要特别注意，也是今后
要纠正的：

1、课堂教学要合理安排时间，重点内容要突出。字词教学重
要，作家作品知识也重要，但他们只是为课文教学服务的，
文本的解读才是课堂的重中之重，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
的地位，教学时要突出，时间的安排要向它倾斜，否则，课
堂教学便是本末倒置。

2、关注学生预习，加强对学生预习监督。语文教学预习非常
重要，她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顺逆与成败。以前，教师只
关注学生的数量，没有关注学生预习的质量，不能让学生为
预习而预习，除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预习方法指导外，还必
须警醒学生不能抄袭参考书，要自己诚信预习，真正为提高
自身的自学能力服务。

3、备课要细读文本，课前要熟悉程序(环节)。有效教学提倡
细读文本，教师课前一定要细读文本，对文本有自己深透的
理解，并努力化为自己的东西;上课前要再次熟悉教学环节，
以抵抗遗忘，这样对教学过程的流畅起很大的促进作用，也
大大地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4、课前要厘清教学思路。虽然备课时已经梳理了教学思路，
根据文本与学生实际确定了教学的方向，但时间一久，很容
易遗忘，因此，课前教师要再次厘清教学思路，对教学的课
件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审视，把教学的各个环节与有关问题都
逐一做细做密，并用过渡语勾连起来。



绿色的梦教学反思篇三

花了两节课的时间上《绿色蝈蝈》，感觉甚是不满意，主要
原因在于：

(一)花了太多的时间学习字词。虽然学生预习过，但从课前
检查的情况来看，学生预习的效果不好，于是我花了大约15
分钟的时间教读、巩固字词。从课后的听写信息反馈过来看，
情况虽略有好转，但还是不容乐观。

(二)花大量时间介绍作者法布尔与《昆虫记》。对于法布尔
这样的花毕生精力于昆虫研究与写作的科学巨匠，生平经历
的介绍对于学生应该有所影响，再说，《昆虫记》是下个学
期要读的名著，让学生对它有所了解很有必要。

(三)整体感知，效率太低。我预设了两个问题：(1)课文从几
个方面描述蝈蝈?(2)作者对绿色蝈蝈的称呼有哪些?照理说这
是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学生而且预习过，但我叫道的学生(中
等生)没有答好，不知什么原因，第一个学生从第二个问题答
起，而且回答得非常不全面，我连叫了几个学生，才把全部
称呼才找出来，我乘胜追击，追问了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
要不断变换称呼，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的引导下，学生才逐渐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作者把绿色蝈蝈当做人来写，当
做朋友来写，表达了作者对绿色蝈蝈的喜爱之情，也可以作
者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与昆虫和谐相处的美好意愿。这样
纠缠之后，一节课就就所剩无几，完了。

绿色的梦教学反思篇四

人教版七年级语文第四单元是“人与自然”主题的第二单元，
编写的五篇课文主要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世界进行科学探索
的内容。对本单元的教学，我们希望实现以下目标：情感和
态度目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此文转于]的'科
学精神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知识和能力目标――丰富学



生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阅读现代科技文的能力和搜集、筛
选信息的能力；过程和方法目标――练习用较快的速度默读
课文，抓住主要信息，概括内容大意；在探究活动过程中获
得一些搜集资料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在教学中要注意几个方面：注意兼顾三个维度，渗透科学精
神和人文精神；淡化文体，强调综合，以培养阅读能力和研
究能力为主；注意结合自己所处的地域灵活处理课文内容；
多以讨论课或探究课的方式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加强课外语文实践（包括阅读），开展科学活
动；加强语言积累，让学生每人备一本“摘抄本”，摘抄有
关优美词句。本文出自法国的著名的昆虫学家、作家法布尔
的巨著《昆虫记》，可谓名家名篇。

教学本文，可通过相关资料，引导学生学习法布尔的探索精
神和观察方法，培养学生[此文转于]的科学精神。本文是一
篇观察随笔，又是一篇优美散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
结合，描写生动，语言优美，拟人手法的运用，加强了文章
的表达效果，这一点需要引导学生进行复习巩固，并在实践
中运用。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昆虫记》中的其他作品。

绿色的梦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法布尔《昆虫记》里的一篇作品，这一篇作品写的是绿
色蝈蝈，本文写了绿色蝈蝈的鸣叫、外表、和食物以及和睦
相处的特点。在教这一篇课文之前，我想，在整体感知本文
中，学生感到最大的困难可能不是知道不知道本文写了些什
么，无论哪个学生都能知道一部分“本文写了些什么”，大
部分的学生是不能全部，或者说不能按照法布尔写绿色蝈蝈
的特性一个一个地讲出来，只能讲一部分，那么，苛求学生
一定要按顺序，一定要全面地讲出来，恐怕是不符合现实的。

对于第二个学习目标巩固拟人修辞手法，体会拟人手法的好
处。我认为这个目标实际上和本文的浓厚的感情是有关系的，



同时，和浓厚的感情有关系的还有对绿色蝈蝈的不同的称呼，
因为对于昆虫，甚至是大型的一点生物，他们存在也只是一个
“群”，并不是以个体存在，比如，我们家里养的鸡鸭，我
们一般都没有给他们名字，只叫它们为“鸡”或者“鸭”。
家里养的猫和狗总会有一些名字，这显示了鸡鸭和猫狗在人
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因此，称呼和拟人手法一样都
是表达作者的感情的一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强化了文章的
人文色彩。所以，我准备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探讨。

二、整体感知的突破

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少了“全面”和“按照课文的顺序”，
几乎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起来说几句。

王兵起来说：“浑身嫩绿，侧面有两条淡白色的丝带。”我
问：“那么咱班张文强身上的衣服不也是绿色的，而且侧面
也有两条淡白色的丝带，他是不是就是绿色蝈蝈呢？”学生
看了张文强笑起来纷纷说：“可张文强身材并不优美，也不
苗条匀称，也没有两片大翼。”我说：“对，我们对一种事
物的描述要逐步的把它们的特征揭示出来，有的事物的特征
比较多，我们需要用很多的特征来组成一个大的特征。那么
绿色蝈蝈其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学生开始说，它会唱歌，
我再问：“知了不是也会唱歌，那么，知了就是绿色蝈蝈吗？
咱们班上张文强是绿色的，也会唱歌，现在算不算是绿色蝈
蝈呢？”学生又笑起来，说：“绿色蝈蝈唱歌和知了张文强
唱歌是不一样的，它唱的歌是‘窃窃自语。那像是滑轮的响
声，很不引人注意，又像是干皱的薄膜隐隐约约的窸窣作响。
在这喑哑而连续不断的低音中，时不时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
急促、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这样学生从外表和
鸣叫方面也强化了“抓住事物的特点来刻画”的写作意识。

我又问：“除了这两方面，绿色蝈蝈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
吗？”学生很容易看出来，余下部分写的是绿色蝈蝈的食性。
学生很快就看出了绿色蝈蝈的食性和别的昆虫不一样，绿色



蝈蝈爱吃蝉，也爱吃甜的果点，有时还吃一些草，我解释说，
绿色蝈蝈生活过得很滋润，如果有爱吃的蝉，像绿色蝈蝈个
子那么小，居然也敢找蝉拼命，这简直是为了吃连命都顾不
上了，吃完之后，还要吃点果点，吃肉之余还吃青菜，这生
活真是好得没话可说了，我们谁能比得上呢。学生笑起来说，
可是，他们有时还吃自己同类的尸体，我说，对蝉来说，他
们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他们想的是尽量不要浪费蛋白质，生
存才是最重要的。贪吃是绿色蝈蝈最大的特点了。

学生又说：“可是，绿色蝈蝈它喂饱了肚子，也会把食物让
给别的绿色蝈蝈吃呀。”我告诉他们：“如果是咱们班的潘
建忠，那是不可能让给别人的，潘建忠之所以这么胖，就是
因为一些不该吃的他贪心一来，就拼命吃，结果，饿了别人
也让自己胖成这个样子，绿色蝈蝈就比潘建忠聪明了许
多。”潘建忠不好意思起来，说是他不想吃，可是，奶奶老
是逼着他吃，最后身体吃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他没事，再
过一段时间身体发育人一长高了，身上的这些脂肪就可能变
成了肌肉就苗条了。

我接着说：“绿色蝈蝈，它没有电冰箱，如果它有电冰箱，
可能它吃饱之后，也像咱们人类那样，说，你们不能吃，我
还要带回去放在电冰箱里，有了电冰箱，现在邻里就不兴提
着鱼送来送去了。如果老师是那只吃饱了饭的绿色蝈蝈，而
陈斌是那只饿了好几天的绿色蝈蝈，我可能就想，我如果不
给陈斌吃，它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为不死，就会和我拼
命，对陈斌而言，没吃到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对我来说，
再吃也没意义，留下去又没电冰箱，倒不如做个人情送给陈
斌这只绿色蝈蝈，希望以后他吃饱之后也能留一点给我吃。
这样大家都有好处。”

而教参和其他的一些资料，把绿色蝈蝈把食物让给别人和睦
相处当做绿色蝈蝈的另外一种属性，我认为这其实还是写绿
色蝈蝈对食物的一种态度，写的还是食性。



我问学生：“上文主要写绿色蝈蝈的歌声，外表，食性，三
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能对调吗？”学生不知道怎么回答，但
有一些学生说，可以对调。然后全班好久没声音了，我只好
自己讲解了。我告诉他们：“不可以对调，因为对一只这么
小的昆虫，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的歌
声吸引了我们，然后我们循声找到它，从而再写到它的外表。
随着对绿色蝈蝈观察的进一步的深入，我们队它的了解越来
越深，当然才开始写到它的食性了。写人也是这样，一般我
们都是先写外表，然后才写到人的性格等内在的内容。因为
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过程就是这样。”这是顺便插入一些写
作的常识，有必要，长期的插入，学生作文会提高一些的。

三、拟人修辞手法的使用

整体感知完成之后，我转入了第二部分，本文的拟人修辞手
法和对绿色蝈蝈的不同的称呼。

我先让学生完整叙述一下刚才同学说到的绿色蝈蝈的特点，
然后问：“刚才几位同学说的绿色蝈蝈如果拿去发表能不能
获得诺贝尔奖吗？”学生纷纷说，不能，我问什么原因，学
生说了很多的原因。虽然也讲到感情方面不如原文，但今晚
我反思的时候，觉得这部分上得不怎么如意，因为我问的这
个问题太宽泛了，我导引乏力，费了五六分钟，我才把学生
的思路导引到同学刚才讲述的感情。

然后我再问学生，法布尔这一篇文章感情特别浓的原因？学
生还是难以回答，虽然也有学生讲到拟人手法的使用，但不
多学生考虑到这一点，我引导也乏力，在拟人手法和生活勾
连，以及生活和课文勾连方面没做什么预案，而且教学机智
这次也失灵了。

不过，许多学生站起来分析拟人手法在本文中使用好的地方，
居然大部分还讲得有模有样。这一部分的内容太多了，我也
没精力写了，只好省略。然后我再从作者对绿色蝈蝈不同的



称呼，比如“狂热的狩猎者”“我笼里的囚徒”“蝉的屠
夫”有的学生问：“作者把绿色蝈蝈称为‘囚徒’‘屠夫’
怎么会是喜爱呢？”我说：“有时女人称自己的男人为‘短
命鬼’‘杀千刀’的，难道这些妇女很喜欢自己成为寡妇吗？
这是昵称。只有爱到极点才这样称呼。”学生也明白了。我
看教参，刚才也看了别的老师上的课的一些实录，也只是说，
从这些称呼可以看出在法布尔对绿色蝈蝈是很有感情的，但
几乎都没注意到并不是有称呼就是有感情的，比如，谁如果
被谁叫做王八蛋他不会觉得彼此之间有什么感情，至多是恶
感，而本文法布尔和绿色蝈蝈之前还是喜爱之情，这中间的
矛盾只能用昵称来解释才能解释得通。

不过，按照有的理论说法，如果学生上完了一节课，有问题
的变成没问题的，老师不能引发他们新的问题出现，那么就
是一堂失败的课，那么，我觉得这样评价，我这节课似乎有
些接近失败了。可能这样的要求也不能针对所有的课，我看
了许多西方大学里的许多公开课，似乎也没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