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青山不老教学反思(实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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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一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即通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迹，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
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课上完了，我结合学校提出的“高
效”课堂的精神，反思自己这节课的得与失。

一、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我紧紧抓住课文的三个问题：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样
的奇迹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说说青山不老的含义。整个
课堂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且层层深入，感受老人的精神。
教学过程清晰，流畅，重点突出。

二、课堂动静结合，学生自主学习

课堂以大问题统领，“课文主要写了一个什么故事”，“老
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老人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了奇
迹”，“老人为什么一定要种树”，“为什么青山是不老
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通过默读走进文本，思考问
题，通过有感情地读、悟，领会老人不屈的种树精神，保护
家园，造福他人的无私情怀。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积极完
成了学习任务。

三、巧设铺垫，难点突破水到渠成

这篇课文的难点是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从老人创造的奇迹



到老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我设计了一个过渡性的问题，即
老人在15年的种树岁月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挫折，并以排
比句的句式呈现，“老人15年如一日地种树，面对一切困难
与痛苦，他不改初衷。当五位志同道合的老人相继离世时，
他继续种树；当风雨同舟一生的老伴过世时，他仍在种树；
当唯一的女儿三番五次地要接他去享清福时，他还是选择种
树；……”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学生马上能理解老人身上执
着的精神，紧接着追问老人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种树，通过
默读相关的语段，学生也能快速地理解老人身上的保护家园，
造福他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说说为什么青山
是不会老的，就水到渠成了。

四、重视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

选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用一个词概括大、()小环境的特
点等设计，是让学生在充分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
句，进行理解概括，既训练了学生的概括能力，体现了语文
的工具行。

五、课堂反馈及时

小学语文六年级《青山不老》教学反思：课堂上还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进行了反馈，课堂的最后5分钟，出示自己设计的课
堂练习题，要求学生当堂完成。这些练习针对性强，是本堂
课的重点，学生完成的情况较好，说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了
有效的学习。

六、存在不足

1、教师的课堂评价语较单一，引导语表达不够准确，过渡语
的表述缺乏深情。

2、在理解大环境的险恶的时候，未设置相应的情境，若给学
生出示一些相应的表示环境的图片，会给学生很直观的印象，



可以更快地理解险恶的环境。

3、教师在课堂上的关注面太狭窄。

4、课堂上学生的朗读较多，但是老师缺少有感情的读的引导，
齐读的形式较多，未让学生读出应有的情感。

在我看来，“高效”的课堂更注重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情
况，从高效来看，在这一节课中似乎有了一点儿踪影，可是
高效的语文课中的文本的情感如何落实，而且是有艺术性地
展开，我的课堂中是缺失的，这也是我的困惑，情感的感染
势必要创设一些情境，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可是一堂课40
分钟，要实现高效，应怎样处理呢？今后要积极摸索。

万变不离其宗，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亲历文本，与文本对话，
是我必须要做到的，今后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
上出更好的课。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二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叙述了一位山野老农面
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辛，义无反顾的用15年的
时间，在晋西北沙漠奇迹般的创造了一块绿洲的感人故事，
由衷的赞美了老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朽的生命意义。文章
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即经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迹，理解青
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

本课的教学目标一共有两个：

1、通过自主学习、小组合作，能说出老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创造了怎样的奇迹？

2、通过对课文的学习，能说出课文为什么以“青山不老”为
题目？



这课文的难点是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从老人创造的奇迹到
老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经过这节课的教学我明白了略读课
文不像精读课文那样严格细致，但在阅读方法上，也不排斥
精读文章的重点，精彩之处还是要引导学生细细品读。如：
我记得文章有这样一句话：是的，保住了这黄土，我们才有
这绿树；有了这绿树，我们才守住了这片土。

高年级文章幅长，如何做到长文短教，找准重点句，引导学
生品读是一种常见教法。如何避免学生在阅读重点句子时流
于表面，避免学生眼中仅有棵树而忽略整片林呢？在引导学
生理解重点句子时，引导学生一次次研读，一层层地推进，
也是一种常见策路。这样的策略能让文章构成一个整体，让
一个问题牽一发而动全身。例如：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
学生的回答是：“15年啊，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
3700亩林网，这难道不是了不起的奇迹吗！＂学生说出了他
的理解：作者用列数字的方法，说明了老人创造出了奇迹。
可是，我没有就此罢休，还继续“穷追猛，问：创造奇迹的
是些什么人？那里的环境是怎样的？学生经过联系上文，结
合生活实际，展开联想等方式读懂吧，明年过古稀之年的老
人，在如此恶劣的晋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不容易，在反复朗
读，中学生对于奇迹的理解就更加丰满了。他不再只是数字
说明的问题，环境恶劣，参与绿化人员的势单力薄的反衬，
更能让人体会到老人的了不起。从这个教学处理策略让我明
白。

这节课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我紧紧抓住课文的三个问题：
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
说说“青山不老＂的含义。整个课堂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并且层层深入，感受老人的精神教学过程清晰，流畅，重点
突出。另外一个特点是课堂动静结合，学生实现了自主学习。

回顾这一节课，我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1、两个教学目标达成情况比较好。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我先把阅读提示出示出来，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主学习，
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进行小组合作交流。先让学生理解老人
所处的环境，明白老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辛。
再结合学生搜集到的图片，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样恶
劣的环境下，要想植树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学习老人创造
了怎样的奇迹，通过前后对比，让学生明白老农改造山林，
绿化家园，造福后代的崇高品质。从而有效地达成了目标一。
在达成目标一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就理解了课文，为什么
以青山不老为题？明白了，只要老人的精神不老，这青山不
老，就永远不会老，又达成了目标二。

2、真正做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留给学生，为何课本有精
读课，有略读课，就是让学生先学会精读课，知道如何自己
去理解，从哪些方面入手，然后将精读课所学到的方法用到
略读课中，结合课文前面所给的提示，逐一进行攻破，给出
学生充分的自学时间，小组合作交流的时间，充分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

3、锻炼了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能力。课前让学生先自
主进行预习，包括读课文、查找作者资料、查找文章背景、
解决生字词等。让学生充分地进行自主预习，提高他的学习
能力。

当然这节课我的不足之处也有不少，我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需要再次改进。

第一，教师的课堂评价语言过于单一，由于是公开课，上课
时比较紧张，学生回答后，直接就让他们坐下了，没有对他
们所回答的答案进行具体的评价，以后我会在这个方面进行
改进。比如：“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你想的真全
面”；“你不仅回答正确，还对上一位孩子进行了正确的评
价”；“你的普通话真标准”；“你的声音真好听”等。这
其实不仅仅是老师课堂评价语丰富了，而且孩子们从老师的
表扬中找到了自信，越来越敢回答问题，敢去思考问题，学



习的能力也能逐步得到提升。

第二，提问面过于集中，我这节课总是叫那些举手的孩子，
而忽略了那些腼腆的、不好意思的孩子，其实如果叫他们的
名字，他们站起来也一定会回答的很出色，以后我会多在这
方面注意，照顾到每一个孩子，争取在课上把每个想发言的
孩子都提问到，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锻炼的机会。不仅如此，
还从侧面要求了每位孩子都要认真听讲，因为老师随时都可
能提问到你，你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不能跑神，不能注意
力不集中。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更要注重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情景，
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清理文本，与文
本对话，是我必须要做的。有时候，还要向学生示弱，在我
看来，示弱是一种智慧，省了我是事，帮助了他们的提升。
今后还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上出一堂更好的课我
也会更加努力，力求上好每一节课。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三

略读课文教学中更多地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强调理解上
的“感知大意”和“抓住重点精读”，所以比精读课文更有
利培养学生的“略读”与“浏览”能力。人教版课标实验教
材在每一课略读课文前都有一段承上启下的提示语。这为我
们引导学生通过预习独立地感知课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
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教材时能快速抓准略读课文的“精读点”
后，把“阅读提示语”转化为学生预习的要求，让学生在整
体感知的同时就尽可能地把注意力导向精读内容。

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紧紧抓住课前提示中的问题“老人创
造了怎样的奇迹、这样的奇迹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作
者为什么说‘青山是不会老的’”这三个问题展开。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学生通过默读走进文本，思考问题，通过朗读、
交流，领会老人不屈的种树精神，保护家园，造福他人的无



私情怀。

这篇课文的难点是从老农身上看到我国人民在保护自然、改
造山林、绿化家园上的坚强决心，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通过默读知道
老人所创造的奇迹是什么，然后通过对文中大环境和小环境
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能在这样恶劣的大环境和艰难的岁
月里干出这样大的一番事业，认识到这的确是个奇迹，从而
理解“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他是真正与
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了。”这句话的含义。在此基础上，
说说“作者为什么说‘青山是不会老的’”就水到渠成了。

找准了教学要点，才使学生在课堂中有更多自主阅读的时间，
更加体现出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使略
读课文的教学更加简洁有效，真正让学生学习的能力得到了
练习。简言之，就是抓住了要点，学习才更加高效。

当然，在教学中也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教师情感投入
不够，很难调动学生的激情，从而影响整堂课的教学效果；
课堂上学生的朗读较少，形式单一，老师的朗读指导不够到
位，未让学生读出应有的情感；教师语言贫乏，提问比较随
便、意向不是很明朗，引导学生不够到位；教师评价语单一，
缺乏激励性等等。

总之，只有抓住了课文的要点，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轻松而
高效，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四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即通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迹，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
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

在本课教学中我紧紧抓住课文的三个问题：老人创造了怎样



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说说青山不老
的含义。整个课堂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且层层深入，感
受老人的精神。教学过程清晰，流畅，重点突出。

课堂以大问题统领，“课文主要写了一个什么故事”，“老
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老人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了奇
迹”，“老人为什么一定要种树”，“为什么青山是不老
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通过默读走进文本，思考问
题，通过有感情地读、悟，领会老人不屈的种树精神，保护
家园，造福他人的无私情怀。

这篇课文的难点是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从老人创造的奇迹
到老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我设计了一个过渡性的问题，即
老人在１５年的种树岁月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挫折，并以
排比句的句式呈现，“老人１５年如一日地种树，面对一切
困难与痛苦，他不改初衷。当五位志同道合的老人相继离世
时，他继续种树；当风雨同舟一生的老伴过世时，他仍在种
树；当唯一的女儿三番五次地要接他去享清福时，他还是选
择种树；……”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学生马上能理解老人身
上执着的精神，紧接着追问老人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种树，
通过默读相关的语段，学生也能快速地理解老人身上的保护
家园，造福他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说说为什
么青山是不会老的，就水到渠成了。

教学中让学生自主预习，阅读，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让
学生在充分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句，进行理解概
括，训练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体现了语文的工具作用。

课堂上还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了反馈，课堂的最后５分钟，
让学生完成本课趣味答题。这些练习题针对性强，是本堂课
的重点，学生完成的情况较好，说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的自
主学习是了有效的。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五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

早晨，和南楼小学六年级四班的同学一起学习了《青山不老》
一课。到现在心情还是难以平复，不知为什么那么容易感动，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过程，那位老人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盘
桓，他的坚毅不屈、无私奉献、拳拳爱心……当然，更令我
佩服和感动的是眼前这群孩子，你听他们的学习心得多么深
刻：“老人15年如一日创造了这片奇迹，他把自己的双手、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无限的价值——不老的青山。老人的精
神真的好令人佩服！”“多么无私的老人，他已经与这片青
山融为一体，相互依存，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但
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

课文学到最后，孩子们对老人的那份情怀已然透彻地理解，
于是就势让孩子们有感情地读，在悠扬的乐声中，那片绿意
荡漾的山林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一个女孩子说：“我仿佛
听到了鸟儿在唧唧喳喳地歌唱，歌唱这美丽的绿洲，歌唱它
们美好的家园”“我仿佛看到了每一片树叶都闪动着生命的
光”一个女同学补充；“我还听到了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好
美！”小胖墩儿真挚地表达内心的感受。

至此，孩子们对老人15年如一日创造的这片山林充满了喜爱，
对老人充满了敬重与钦佩。读到作者梁衡看着老人的背影，
鼻子不禁一酸这句时，同学们的情感已经达到高潮，有人说：
“老人给子孙留下了一座青山，同时也留下了一种永远不灭
的精神——无私奉献、坚定执着”；有人说“是啊，这精神
就像文章中那句话‘有了这黄土，绿树才得以生长，有了绿
树才守住了这片土。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老人和这片青
山，互依互存”“老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这片热土！”



最后，用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诗作为这节课的结束“有的人活
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全班齐颂八个大
字——“青山不老，精神永存！”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六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本文通过讲述一位老人多年
来坚持在深山种树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了老人创造的奇迹，
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本
文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是一篇很好的略读课文。

本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教学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阅读提示的要求，我紧紧抓住课文的三
个问题：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在怎样的环境
下创造的？说说青山不老的含义。整个课堂就围绕这三个问
题展开，并且层层深入，感受老人的精神，整个教学过程清
晰、流畅，重点突出。

2、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重了课堂动静结合，学生自主学习。

课堂上以四人一小组讨论、交流——“课文主要写了一个什
么故事？”“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老人在怎样的环
境下创造了奇迹？”“老人为什么一定要种树？”“为什么
青山是不老的？”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学生通过默读走
进文本，思考问题，通过有感情地读、悟，领会老人不屈的
种树精神，以及保护家园，造福他人的无私情怀。学生在老
师的引导下，积极完成了学习任务。

3、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巧设铺垫，注重难点突破。

这篇课文的难点是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从老人创造的奇迹



到老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我设计了一个过渡性的问题——
老人在15年的种树岁月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挫折？要求学
生从课文中找到答案。“老人15年如一日地种树，面对一切
困难与痛苦，他不改初衷，当五位志同道合的老人相继离世
时，他继续种树；当风雨同舟一生的老伴过世时，他仍在种
树；当唯一的女儿三番五次地要接他去享清福时，他还是选
择种树。”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学生马上能理解老人身上执
着的精神，紧接着追问老人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种树，通过
默读相关的语段，学生也能快速地理解老人身上的保护家园，
造福他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说说为什么青山
是不会老的。

我在本课的教学中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重视了学生概括能力的
培养。在教学中，我是让学生在充分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抓
住关键词句，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进行理解概括，这样既训练
了学生的概括能力，又体现了语文的工具性。

虽然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有成功的地方，但教学永远都是有
缺憾的。在本课中，我的课堂评价语言较单一，引导语表达
不够准确，过渡语的表述缺乏深情。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更要注重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情况，
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亲历文本，与文
本对话。今后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上出一堂更
好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