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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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篇一

《一夜的工作》是一篇传统课文。叙述的是何其芳同志亲眼
看到周恩来总理一夜工作的情景。下面一起来看看《一夜的
工作》课文教学反思吧!

《一夜的工作》写的是我国著名作家何其芳同志亲眼目睹周
恩来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况和由此产生的感想，字里行间都流
露着对总理工作劳苦、生活简朴的敬佩之意，和由此产生的
自豪之情。这节课我尝试采用了“放手自学---合作交流”的
方法感悟课文内容。教后，我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主要
表现是：

周总理人格伟岸，这个伟岸的人格是跨越阶级、跨越国界的，
于是谁和他接触，谁都会崇拜他。他是靠那种伟岸的人格感
染人的，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让我们的学生通过一节
课的学习来理解、认识他，是十分困难的。课前应布置学生
去了解周总理的事迹，为学习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上课伊
始，还要创设好情景，把学生带入学习的氛围中。

一节好课，不仅要让学生对课文内容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要
让学生积累一定的词汇。所以教师要抓好词语这个切入点。
如：“极其简单”一词，我虽然抓住“极其”二字，先让学
生换词感悟，明确“极其简单”的含义。然后让学生想象总
理的办公室应该有些什么，在猜想清朝时宫殿式房子的主人
会是谁?(傅仪的摄政王)房间里可能会有些什么?这个地方讨



论的不够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朗读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虽能不失时机的几句
点悟，把学生引入朗读的情境中。但学生的.个性阅读训练的
不够充分。

《一夜的工作》叙述的是何其芳同志亲眼看到周恩来总理一
夜工作的情景。文章质朴无华，所写的事全是作者亲眼所见
之事，记叙过程没加任何华丽的修饰，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
总理的热爱和敬仰，感情色彩十分浓郁。 “劳苦”和“简
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感人至深。

《一夜的工作》是一篇阅读课文，星期五只有一堂课，而且，
上完课之后马上去烈士纪念碑扫墓，孩子们的心早飞到了纪
念碑去了。于是，那堂课我仅仅安排了学生自学这课。

自学之前我出示了自学提示，并且，在学生之间走动着，了
解学生的自学情况，并给予部分后进生必要的指导。虽然已
经是6年级的学生了，但是很多孩子在如何读书方面还没有入
门，他们有着严重的依赖思想，一是依赖老师代讲，二是依
赖成绩优秀的学生回答问题。

查看了学生的批注，我感觉学生的自学还是比较到位的。生
字新词少，基本没有生字新词的障碍。

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们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进行了全班交
流，以帮学生深化了解。

1、斟酌字句，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

学生通过体味、比较，从而懂得了作者是如何写出周总理工
作的劳苦和生活的简朴的!

2、感情诵读，激发学生感情的共鸣。



文章的最后有两处6达作者感情的句子。这两处的句子我引导
学生用不同的感情去读，比如，读出自己的敬佩、崇拜、担
忧、自豪……通过各种各样的朗读，激发了学生对总理的爱
戴和敬佩之情。

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篇二

1、丰富课前感知，激发学生情感。

《一夜的工作》一文主要通过描写周总理一夜的工作情景，
使学生从周总理辛勤工作的精神和简朴的生活作风中感受周
总理的伟大人格。基于现在学生的年龄特点，他们对总理的
生活与工作知之不多，对周总理的感性认识很浅显。而对文
章人物没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基础是很难在情感上产生与作者
那样的共鸣的，学习时体会也不深刻。因此我要求学生在课
前收集阅读有关周总理事迹的资料，在新课教学前在全班进
行交流，老师根据学生交流的情况进行适当补充，让学生通
过资料对周总理有个初步的了解，为进一步体会周总理人格
的伟大奠定基础。

2、运用探究性学习方式，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积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式的变
化，而且，强调了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一夜的工作》
一文是紧紧围绕“劳苦”和“简朴”这两方面展开的，教学
时，我充分让学生去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由谈体会和感
受，使学生在读中感悟，在思中质疑，在议中交流，这样既
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又做到时时在进行切实的语言
训练。

3、抓住重点句子，感受周总理的伟大人格。



在课堂教学中，我抓住文中的重点句子让学生自读感悟，从
总理工作的辛劳和生活的简朴这两个方面来感受周总理的伟
大人格。。课前，我借助电教设备把着重写总理这两方面的
句子展现在大屏幕上，课中，我根据学生交流情况，相机点
出相关句子，引导学生通过这些重点句子去感悟。如：学生
找到描写周总理办公室陈设那个句子后，先让学生说说“极
其简单”的意思，再反复朗读体会“如此而已”所表达的意
思和感情，然后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或影视中看到的办公
室，说说作者为什么说“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从而体会周
总理的生活是多么简朴。

1、虽然教学设计一课时能完成任务，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因
为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的不到位导致原计划打乱，在顺着学
生思路去解决问题时时间把握得不好，导致没按计划完成教
学任务。

2、引导学生抓重点句子体会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时，学生找到
相关句子后，尽量让学生谈感受，其他学生补充就行，老师
要少讲。可在教学中，学生有感悟后，我又去花时间让学生
反复读，又去强调。这也浪费了时间。

3、这篇文章的难点是最后两个自然段，引导学生抓重点词语
理解这两段话，通过形式多样的感情朗读突破难点，从而体
会周总理伟大人格的魅力。教学中，因为前面教学时间的安
排不合理，导致还未突破难点下课铃声就响了。这是本堂课
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不足。

4、整堂课学生读的时间多，但读的形式单一，而且朗读时停
顿时间过长，朗读时感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

5、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举手发言的不多，教师在整堂课教
学中激情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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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篇三

《一夜的工作》是何其芳饱含激情的一篇文章，歌颂了周总
理日理万机的辛劳和简朴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戴与崇
敬之情。文章内容浅显易懂，不需要去深入分析，因此我把
这课的目标定为让学生能通过阅读说出自己对周总理的认识，
体会文中流露的感情，并与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课时安
排2课时，第一节课我让学生查阅有关周总理工作和生活上的
一些小故事，并反复读课文，加深理解，完成一道填空题：
这是一位的总理，按自己的`理解能填上多少个词就填多少。

第二节课我让学生汇报他们的自学情况，在课文上找出自己
填空的理由，或者用查找的资料来说明。结果学生纷纷填出
许多内容：这是一位认真工作、辛劳、生活简朴、细心、关
心他人、一心为人民……的总理，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可见
学生对课文是理解了。特别是一位学生从课文中找出“我也
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
正，就走到里面去了。”从这里看出总理是一位细心的人，
作者带歪了一把椅子他都会放好。我当场表扬了这位学生读
书读得仔细。剩下10分钟我再让学生阅读《同步阅读》课本
中有关周总理的两篇文章，再从别的方面感受这位伟人的事
迹。最后每位同学都在课文的插图中写上一二句自己的感想。



这两节课学生上得非常投入，回答问题的人也比以前的课堂
多了。反思：课堂是学生的课堂，老师只是为学生指明行走
的方向，然后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走，老师跟着学生边走边看
边指点。学生在放手自己摸索的情况下反而还会走得自然、
顺畅。这节课充分利用时间，增加学生的阅读量，补充他们
的课文资源，让他们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从而产生思想上的
共鸣，从学生课堂的反应来看，目的是达到了。可是回过头
来看看这节课的目标设定，似乎过于简单，虽然目标达成了，
但是学生的学习仅限于对课文感情的理解，其实本课在表达
方法上也是有许多值得学习地方的：比如通过生活中的小事
和平实的语言去表现人物，这是应该引导学生去领悟的。看
来以后在制定教学目标是要全面些。

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篇四

有人说，老师应该在学生思路受阻、困惑不解时点拨，使其
畅通;在学生理解肤浅、就事论事时点拨，使其深刻;在学生
观点错误、出现失误时点拨，使其正确;在学生思路偏离、南
辕北辙时点拨，使其明晰;在学生思维局限，难以拓展时点拨，
使其开阔……我在教《一夜的工作》这篇课文时，得以尝试。
巧妙地点拨了学生的智慧。

《一夜的工作》教学片断：

句子：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
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

生1：咳，总理也太节约了吧，客人来了也不增加一点儿分量，
这样好像不礼貌吧!

师：是呀，节约是对的，但也要有基本的待客礼仪呀!

生2：(满脸的打抱不平)：不，周总理已经因客人的来到而增
加了分量!



生1：你怎么知道的?

生2：因为句子中有个“好像。”

一时间，教室里沸沸扬扬，有的支持生1，有的支持生2。

同学们个个专注地对比读着，马上豁然开朗，一致认为总理
已经因客人的到来而增加了分量。

师：现在，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生1：客人来了，已经增加了分量，可花生米还是数得清颗数，
这说明在平时总理就吃得更少了。

师动情地说：“总理是多么劳苦，又是多么的——”

生异口同声地说：“简朴。”

显然，生1之所以提出这问题，是因为他读书一知半解，没有
深入，而其实当时处于这种理解状态的不只是他一个。因此，
我不但没有急于否定他的错误信息，反而欲抑先扬地支持他
的观点：“是呀，节约是对的，但也要有基本的待客礼仪
呀!”这一招激起了学生思辨的浪花。“真理越辩越明。”通
过再读、再辩、再悟，答案自然地浮出了水面。但我并没有
就此打住，而是继续追问：现在，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相信在此过程中，学生获得的绝不仅
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昼夜与生物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语言朴实、感情真挚，饱含着对周总理的崇敬、热爱和
赞美之情，是一篇学习语言、薰陶情感的好课文。在本节课
的教学中：我尝试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夜的工作》一文紧紧围绕“劳苦”和“简朴”这两个层
次展开的。从内容上看围绕中心的句子较为明显，故我也尝
试着《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所提倡的自主、合作学习的方法
进行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时，紧紧抓住
“劳苦”和“简朴””这个文章的文眼来进行，起到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作用，教学时，是轻分析，重感悟，让学生自主
阅读。本课设计以读为本，让学生在读中品味，理解感悟。
读得充分：有整篇读，有一部分一部分地读，有关键语句的
反复读；读的形式多样：有自读、范读、领读、齐读、师生
合作读、同桌互读、小组轮读等，使学生在熟读中不断加深
对课文的理解、感悟表达方式、获得情感的体验。读后又让
学生自由谈体会和感受，学习作者是“怎样表达”的，做到
时时刻刻进行切实的语言训练，又时时刻刻让学生感受到思
想教育的力量。

通过以前几届的学生发现现在的学生对周总理的感性认识很
浅显，因此，我觉得学生对文章人物没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基
础是很难在情感上产生与作者那样的共鸣的，学习时体会也
不深刻。因此课前就让学生通过去图书室、网络等收集阅读
有关周总理的书籍、资料等，充分地让学生通过资料去感受，
丰富学生的课前感知。通过蒐集资料的实践，不断提高学生
的学习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爱好课外读物，多读课外书的
好习惯。广泛蒐集并交流资料，不但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习惯，而且为探究性学习打下了基础。《语文课程标准》要
求学生“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
的判断。”

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我愿自己不断摸索、不
断努力探求出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

《一夜的工作》写的是我国著名作家何其芳同志亲眼目睹周
恩来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况和由此产生的感想，字里行间都流
露着对总理工作劳苦、生活简朴的敬佩之意，和由此产生的
自豪之情。这节课我先放手让学生自学感悟课文的内容，我



还充分让学生去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谈体会说感受，在读
中感悟，在思中质疑，在议中交流，这样培养学生自主探究
的能力，训练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这篇课文中讲周总理工作的劳苦和生活的简朴是通过对比描
述反映出来的'。如：身为国家总理的办公室，想象中理应是
豪华的布置和十分气派的陈设，然而室内仅有“一个不大的
写字台”，“两把转椅”，“一盏台灯”，使“高大的宫殿
式的房子”与“设备极其简单”的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理的简朴可见一般。又如，周总理一晚上要批“一叠来厚
的文件。”面对如此繁重的公务，周总理不是“普通的浏
览”，而是“一句一句地审阅”，“一边看一边在思考”，
一直工作到公鸡快叫明的时候。可见周总理工作量之大，工
作时间之长。

然而，通宵工作之后，仅以一杯绿茶和“数得清颗粒”的花
生米来充饥，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工作这么劳苦，生活
如此简朴！再如，总理自己彻夜工作，通宵达旦，却让别
人“到隔壁值班室去睡觉”，从中又看出他忘我的工作精神
和体贴关心同志的崇高品质，这又是一处鲜明的对照。在教
学中，我让学生抓住描写周总理对人对己，对工作对生活的
有关词句进行比较，加深了学生对周总理崇高品质的认识。

不足之处是课前虽然布置让学生去了解周总理的事蹟，但有
的同学没有蒐集到，我想如果都蒐集到，会对学习这一课起
到很好的作用。但只有个别学生蒐集到了，我让蒐集到关于
总理信息的同学，把资料内容介绍给同学们，使学生了解了
我们的好总理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通过本节课的教学，
我感到自己的教学水平还急待提高，今后，还要刻苦钻研教
材，备好学生，备好教材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1、丰富课前感知，激发学生情感。

《一夜的工作》一文主要通过描写周总理一夜的工作情景，



使学生从周总理辛勤工作的精神和简朴的生活作风中感受周
总理的伟大人格。基于现在学生的年龄特点，他们对总理的
生活与工作知之不多，对周总理的感性认识很浅显。而对文
章人物没有一个很深的感情基础是很难在情感上产生与作者
那样的共鸣的，学习时体会也不深刻。因此我要求学生在课
前收集阅读有关周总理事蹟的资料，在新课教学前在全班进
行交流，老师根据学生交流的情况进行适当补充，让学生通
过资料对周总理有个初步的了解，为进一步体会周总理人格
的伟大奠定基础。

2、运用探究性学习方式，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积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式的变
化，而且，强调了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一夜的工作》
一文是紧紧围绕“劳苦”和“简朴”这两方面展开的，教学
时，我充分让学生去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由谈体会和感
受，使学生在读中感悟，在思中质疑，在议中交流，这样既
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又做到时时在进行切实的语言
训练。

3、抓住重点句子，感受周总理的伟大人格。

在课堂教学中，我抓住文中的重点句子让学生自读感悟，从
总理工作的辛劳和生活的简朴这两个方面来感受周总理的伟
大人格。课前，我借助电教设备把着重写总理这两方面的句
子展现在大屏幕上，课中，我根据学生交流情况，相机点出
相关句子，引导学生通过这些重点句子去感悟。如：学生找
到描写周总理办公室陈设那个句子后，先让学生说说“极其
简单”的意思，再反复朗读体会“如此而已”所表达的意思
和感情，然后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或影视中看到的办公室，
说说作者为什么说“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从而体会周总理
的生活是多么简朴。



1）虽然教学设计一课时能完成任务，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因
为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的不到位导致原计划打乱，在顺着学
生思路去解决问题时时间把握得不好，导致没按计划完成教
学任务。

2）引导学生抓重点句子体会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时，学生找到
相关句子后，尽量让学生谈感受，其他学生补充就行，老师
要少讲。可在教学中，学生有感悟后，我又去花时间让学生
反复读，又去强调。这也浪费了时间。

3）这篇文章的难点是最后两个自然段，引导学生抓重点词语
理解这两段话，通过形式多样的感情朗读突破难点，从而体
会周总理伟大人格的魅力。教学中，因为前面教学时间的安
排不合理，导致还未突破难点下课***就响了。这是本堂课最
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不足。

4）整堂课学生读的时间多，但读的形式单一，而且朗读时停
顿时间过长，朗读时感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

5）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举手发言的不多，教师在整堂课教
学中***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