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德语课感受 上课心得体会(通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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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课感受篇一

学习了《控制学生上课乱讲话的n种对策》，对一些特殊学生
管理有了针对的处理方法。

学生管理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学生上课乱讲话，导致课堂纪
律混乱，让很多老师都抓狂不已。和蔼相劝不行，严厉警告
不行。最后，很多老师甚至自乱阵脚。针对这些问题，《控
制学生上课乱讲话的n种对策》给出了相关的解答。

爱说话、不学习的学生容易形成联盟，找到首领，进行教育
击破。了解其此时心态，然后根据他的心态，对其进行放大
自我价值的鼓励。

利用上课时间，进行“关于影响课堂秩序的民主治理大讨
论”，采取指定发言和自主发言的方式，提出上课时存在的
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优秀生、后进生，不同层次的学生都
要发表意见，最后形成共识。

对学习没有计划性，总是跟随老师脚步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
可以这样处理：参加学习经验研讨，哪怕是卫生打扫、回答
问题、课堂准备这些常规活动；分层作业，让他们有信心也
有能力完成目标。设立近期、长期目标进行奖励，惩罚措施
一定要严格跟上。

对于反应较快，思维敏捷性强，但往往不够严密，回答问题



经常出现以偏概全的学生，可以用暗示法，三思而后行，找
一个回答较全面的学生做榜样，让他具体学习。

对于注意不集中、坐不住的学生，可以走到他身旁轻声提醒；
让他来收发作业历练；或者让他记录本堂课笔记。

小组内处理、座位适时调换，用小组、座位约束，及时表扬
长处，丰富他的信心。激发上进心。

实践出真知，孩子需要规范培养，长久的原则才有效果。

德语课感受篇二

1,"灌"得越多越有效

不少教师认为:只要多给学生"灌"一点,"喂"烂一点,就可以帮
助其减轻学习负担,就可提高其学习效果.这样即使学生没有
学好,也自感问心无愧.这种教学,由于把学生当成了存储知识
的容器,尽管教师煞费苦心,但往往向学生:"灌"得越多,他们
就越不愿意动脑筋,效果常常适得其反,有位特级教师曾经在
一次英语骨干教师培训会上说:"学生要有一碗水,老师必须要
有一桶水.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我们各抒己见。

2,"秀"得越多越有效

3,"磨"的越多越有效

1,强化教学必须追求有效的意识

2,反复尝试如何使教学更有效

3,注重总结进行有效教学的经验



德语课感受篇三

记得有老师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前记得，如
今懂得。

20xx年，市新教师培训。在开班仪式上，见到了许多熟悉的
面孔。恍然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开大会时的时光，但
心境总归已经是不一样了。看着满满的日程表，心心念念着
学校里的工作，担心自己又有疏忽的地方，有没安排好的地
方，害怕周五的活动不能进行。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我又
开始了新一轮的培训过程。

说到培训，其实，来到这里之后，已经进行了听多次了，每
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然而，这一次，不是带着新奇的眼光
来的，而是带着审视自己的心情来的。见到了了教育界的领
军人物，才明白，原来校长讲的，站的位置不同，眼界也会
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学习癌，思考癌，病入膏肓，改
也改不了了。” ——撒忠明(市教育局局长)

人生，唯有学习，才能更好成长。老师更是如此。一个人，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这段时间再做什么，决定了你的人生该往
哪个方向走。

思及自己，恍恍惚惚，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究竟自己做
了什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陈大美女说，怎么可
能你都做不好。是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了，自己所
学的总是有限的。人一旦倦怠就容易原谅自己，一旦原谅自
己就永远不会有进步。缺乏积极地学习态度，总给自己找借
口，“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人要学会对自
己狠一点。

在这次培训中，也见到了原任xx区教育局局长，现任城市职



业学校副院长的苏xx院长，她把自己的经历向我们娓娓道来，
其中蕴含了她对我们这些新教师的宝贵提点。“我不是一个
优秀的老师，但是是一个探索过的老师”。这是一名优秀的
教师自我的一个评价。在这里，她不是高高在上的院长，更
像是一位对后辈有殷切希望的长辈，想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
我们，让我们多思考，多学习。“木屑是靠压力才能变成有
用的三合板”，学会承压才能前进。还要做一名有突破的教
师，“宁可失败，也不要保守”。

德语课感受篇四

以雪案萤窗，换取未来荣光!

——题记

为阻断疫情向校园内的蔓延，教育部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
期开学，并提出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

网络学习有利有弊，取舍因人而异!

网课也好，校园也罢，不过是一种学习的形式，如果能够满
足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又何必拘泥于形式?网课的足不出户在
线学习，提升了我们的自制力。网课的新颖便捷，使得我们
新生好奇同样也会认真学习。网络上课同时也会加强了我们
的时间规划力，也省去了一部分时间。这个寒假会冲出许多
黑马，也会有许些星星陨落。

可，网络毕竟还是一把双刃剑，弊利皆有。它劳神伤身，伤
害眼睛。与此同时，网课的展开给我带来的感觉也是混乱的，
而且平台所载用户过多的情况下极易崩塌，且有些许知识点
以及真切实感也很难普及到，感觉这就是网课极大的弊端之
一。更重要的是这个寒假很是不公，自制力强的同学很占上
风，所以，自制力不强的我们也应该提高学习效率。日月不
肯迟，四时相催迫!



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疫情期间，我也只
希望我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自制力，只为中考，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

早起的人们依旧吃着热干面，逐渐喧闹的大街，也有了他们
为这一年奋斗的影子!只有不甘平庸，跳出温水，才能青蛙变
王子!

追求知识的欲望仍在泛滥，网课——出列!

德语课感受篇五

我如一只小小的毛毛虫，我常对自己说：“我要变得更坚强，
更漂亮。”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怎么样破茧而出，成
了我不断努力的目标。于是，我终于找到了破茧而出的突破
口——空中课堂，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中，我变得更坚强更
勇敢。

在没认识空中课堂时，我们上的是传统的课，那里有老师、
有同学，都是坐在教室里;可认识了空中课堂以后，我们的学
习变得更生动了，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配上一个耳麦，
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大家一起围坐在电脑前，无论你身
在何方，我们随时能建立一个课堂，这里一样有老师，有同
学，一样能上课，一样可发言。我从此爱上了网络课。

课堂上，老师充分利用各种辅助手段，调动我们的上课积极
性，经常会和我们互动、交流，时常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
我们也比往常更用心地听，随着信息栏里的文字越来越多，
终于上完了一节课。我知道，要上这一节课，老师是最辛苦
的，他们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老师是用心在爱我们，
他们怕停掉一节课，影响我们的上课进度和热情。我深深得
感动了，也从此永远记下了这些瞬间。

我这只毛毛虫，在空中课堂与老师的努力下渐渐成长，我要



不断积攒能量，准备破茧而出，最终成为一只最美丽的蝴蝶，
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飞翔。同时也愿更多的老师加入到这个
课堂中来，使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我一样受益。真诚的说一声：
“老师，你们辛苦了!

德语课感受篇六

音乐的魅力是巨大的，音乐的思想是无止境的。《音乐鉴
赏》，它不仅是一门简单的艺术理论课。通过对这门课的学
习，我学到了很多。它使得我对音乐的热爱又增添了几分，
它教会了我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认真领悟它所传达的思想和
反映的人生主题。

通过本学期对音乐鉴赏课的学习，我对音乐的思想认识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前，我只是喜欢聆听音乐，享受音乐
给心灵带来的那份惬意和舒心。现在，我认识到，音乐它是
一个有灵魂的东西。它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同时又是生
活的真实反映。一个学期下来，我不仅聆听了各种各样的音
乐，有古典派的，浪漫主义派的，遍及世界各地，也学到了
不少音乐知识和一些伟大音乐家的成功事迹。

一直以来我对音乐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音乐是人类最
古老最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美妙
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伴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聆听一场音乐会，会使我们陶醉其中，观看一场歌舞晚会，
会使们激动万分。演奏家精湛的表演，令我们羡慕不已，歌
唱家动听的歌声，令我们跃跃欲试，这是因为音乐是美的艺
术。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高层次的审美追求会使人的精神
得到升华，情操受到陶冶，我们的生活也将变得更加丰富而
充实。

通过本学期的音乐鉴赏课学习，我对我国民族音乐又有了更
深的认识。以前我一直觉得民族音乐不好听，或者说是听不
懂，不了解。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喜欢当今的流行音乐，



我对港台流行音乐更是趋之若鹜，不喜欢民族音乐，对民族
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
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通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
深深地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美、动人。我被吸引了，我
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
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
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
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民族
音乐风格上地区差异而不同，这也是它们的魅力所在，因为
只有这样，音乐的元素才会丰富起来，否则再有内涵的歌曲
总有一天也会听“腻”的，歌曲的最高境界我认为还是音乐
元素的多元化。

我相信，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
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
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在这个
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音乐，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必定将会
更受我们的欢迎。

德语课感受篇七

我们一直强调的有效教学已不再占领教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因为“有效”仅仅是让学生在课堂40分钟上学到知识，这个
目标无疑在很早之前就已达成。而“高效”不仅要让学生学
到知识，还要使学生在每一个时间段内都有事可做。要达成
这个目标，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不仅老师备课要
充分，还要在课堂上争分秒。在“五严”严峻的形势下，学



生学习时间越来越少。怎样才能让学生在少量的时间内却能
更牢固的掌握知识，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们教师的肩上。如
果现在的教师还是像以前那样提倡“有效”课堂，必然要落
后于别人。提倡“高效”，在仅有的40分钟内抓效率。下面
我就蒋老师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一课谈谈课堂教学的高效
性。

一、情感对比，潜心会文

第一处对比：开课时，由“佳节”导入，唤起学生对过节时
团聚、开心的心理体验,体会甜美的亲情温暖。当学生们谈得
正开心时蒋老师提到“提起过节，同学们都是满心的欢喜，
洋溢着快乐，而唐代有位诗人，在重阳佳节这天，却道出了
这样的感叹：（出示：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环节的设
计，目的是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佳节的快乐与对亲人
的思念之情形成对比，使学生有隐约的情感体验。

第二处对比：第二自然段中家家户户欢度节日的情景与王维
当时的心情对比，回顾生活中这样欢聚过节，兴高采烈游玩
的经历，体会王维孤身一人在外求学时，眼见别人家团聚而
自己却不能与兄弟们团聚的孤独感和思乡情。

第三处对比：课文的第三自然段是整篇文章情感积淀的关键
环节。这一段中诗人回想以前和兄弟欢聚登高的时刻，再回
到现在与兄弟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见，再次情感的落差使得学
生情感流露，欲要表达。此时，回到诗文，学生再来吟诵诗
文，就显得字字传情，声声动情了。

这样学生三次对比，走进文本就越深，也就越强烈地感受到
王维思乡之苦，乡情之浓。同时以“倍思亲”为主线层层递
进，用一个“情”字将之串联成一个整体，使学生的心翻腾
在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充满乡愁的重阳节，使他们的心与王维
的心在那一刻交汇。再加上创设情境，使学生的情感与文本、
与诗人的情感交融，让学生在诵读中感受，在体验中学习，



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了全面提升。

二、语言训练，扎实有效

语言教学要“固根求本”，语言能力的获得非靠扎实的训练
不可，不能让虚假的繁荣掩盖语言学习的缺位。在本节课教
学设计里，蒋老师让人文阳光充盈语言训练。在本节课的设
计中，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回忆已积累的与所要理解语言相
关的文本，唤醒相关的文字储备，给学生提供思考的背景，
为学生理解的深入提供触类旁通的可能。如在引导学生体
会“遥知兄弟登高出，，便插茱萸稍一人”这句诗的时候，
蒋老师设计了这样的说话训练“兄弟们，我曾经_________,
也曾经__________，也曾经__________，多么令人高兴啊”。
这样的练习是有别于传统的训练的，它是人文性和工具性和
谐统一的。又如我让学生体会过节家人在一起团聚的幸福，
让学生给“人们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去登高游玩。”中
的“兴高采烈”换个词，再来读句子。这其实就是在组织学
生学习语言，积累语言，激活学生的语言意识，积累学生的
语言库存，积淀学生的语言图式，这正符合田本娜教授讲的，
积累语言的训练要具有语文性，要在课文学习时自然而然
地“旁逸斜出”。

上课过程中，蒋老师适时调控自己的教学方向，始终把学
生“学”得如何放在第一位，让更多学生学得高效效，也能
让自己的课堂更有深度。最后还要把诗文再完整清楚地结合
理解一下，这才是完整的课堂。

我相信，在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能切实有效地使
课堂教学从“有效”地逐步走向“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