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优
秀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一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课文，一共有第二课时。这节课，
我把教学重点定位，通过理解文中重点词语，促进理解含义
深刻句子，进一步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知道鲁迅的幽
默、乐观和关心大众疾苦的品质。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鲁迅先生的性格特点和高尚的品质，因为这个单元主题
是“走进鲁迅”，于是进行单元整合教学。

上完这节课，反思自己设的.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情况，我觉
得自己上课重点抓住课文中的词语进行教学，以文中重点词
语为主线，并结合联系上下文和时代背景，理解文中一些含
义深刻的句子，进一步感受人物形象。这一教学目标落实的
还比较到位。从理解词语，到理解句子，到理解课文，到感
受人物形象。循序渐进，让学生知道了词语除了本意之外，
在具体语境之中，有蕴含着深层意思，比如，有语境意思、
深刻含义、象征意思、引申意思等等。但是上了课之后，我
觉得，这节课将单元进行整合形式的教学，容量比较大，学
生接受的信息量相对就较多。每个教学片断抓重点词语，为
中心句展开教学，有整体感，为了突破教学重点，引导学生
体会鲁迅先生的高尚品质。在学生谈体会抓含义深刻的句子
进行深入体会时，学生们各抒己见，谈出了自己的自学所得
以及对含义深刻的句子的理解，这时，我适时引导学生体会
鲁迅先生的为人，简介时代背景，学习其他人写鲁迅先生的
文章片断，进行拓展阅读，进一步体会其高尚的品质，学生



们积极思维，水到渠成，突破了难点。

但是这节课虽然词语教学很突出，但是我觉得理解词语教学
有的地方教的太细，像词语深层意思如：语境意思、象征意
义、引申意义等等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不必细讲，只要让
他们知道词语除了表面意思，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还有深刻
的含义就可以了。这样也许能腾出一些之间为后面的环节更
扎实有效地进行训练。还有，在理解词语进一步理解含义深
刻的句子的教学中，我觉得自己教学放手不够，从扶到放，
应该梯度要明显。这可能是自己在上课时不够放手。这是在
今后教学中需引起重视。上课的时候，多多给予学生放手学
习平台，更有利学生自学、自主能力的培养。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二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我不是按照传统的教学程式，由课文
开头向末尾讲，而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以疑问“为
什么伯父深受众人的爱戴”入手，从追悼会引出生前的四个
故事，最后再讲第一段。这样由“因”推出“果”，很巧妙
地将部分和整体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教学过程重点突出，
安排紧凑，气氛活跃，效果显著。

阅读教学“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
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阅读
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堂课，教学
时加大了朗读训练的力度。也成为这节课训练的主要内容。
默读，小声读，师生角色朗读，引读，重点句子反复读，形
式多样。

由于自己对于讲清鲁迅并没有把握，加之没有对自己准备的
多媒体材料作充分的了解，造成了课堂短暂冷场。虽然是一
名语文老师，但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欠缺。我还认识到充分
的`课前准备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要尽自
己最大的力量去完成每一节课。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三

执教《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时，我遇到了以下问题：

１、教学应当是“预设与生成相益得彰”的：但在教学中，
我只顾着讲教学设计步步为营地进行实施，对教学现场学生
提出的一些疑问，以及产生的认识和感悟，没有做到及时捕
捉，只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地点到，甚至忽略不计，没有
使之成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更没有被用作新的生成资
源。

２、“鲁迅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问题，由于学生基础
的差异，知识水平和思考角度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悟也
就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但是，我拘泥于寻求惟一的'答案——
鲁迅先生是一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缺乏敏锐
的洞察和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没有真正把“以学生为本”
的理念落实到教学行动中去。

因为上述原因，本课的教学显得教条而不灵动。

其实，课堂上即时呈现的动态生成资源是格外可贵的，因为
它反映了学生学习的需要。在以上的生成资源面前，倘若能
及时调整教学预设，根据学生的不同感悟，组织教学，学生
不才能不但读懂、悟透，而且更有兴趣，课堂也会更有活力，
更具生命气息。

教学是一门艺术，它永远需要教师不断提高应变能力，锻炼
教学智慧，增强教学技艺和魅力。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四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侄女周晔的一篇怀念文
章。



作者先写由鲁迅先生的逝世看到的场面引起的回忆，接着分
别叙述了伯父鲁迅生前的四件小事----“笑谈水浒、趣谈碰
壁、救助车夫、关心女佣”。

在教学中，我充分相信学生，让学生自己尝试实践、积极思
考、大胆探索、发现知识。如：学习“谈《水浒传》”这一
段，我是让学生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读一读，找出最值得研
究的词语或句子，通过独立思考或同桌或四人小组讨论，研
读，然后汇报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发现的问题，学生真正成为
了学习的主人，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让学生不断地体验到
学习成功的快乐。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
吗？”理解这个句子是很困难的，因为鲁迅生活的年代离学
生的生活很远，学生根本无法体会句子中的含义，这就需要
教师恰当的引导，启发和点拨。

这里我及时地向学生介绍鲁迅面对白色恐怖坚持斗争的资料，
让学生了解鲁迅说这句话的社会背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
开拓思路，使学生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句子的含义，感受鲁迅
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品格。

还有，在学了谈《水浒传》这个故事后，学生只懂得鲁迅对
侄女的关心和爱护，还不能完全理解他对广大青少年的关心
和帮助，这时我适时地给学生出示补充介绍鲁迅关心帮助广
大青少年的图片和解说，使学生能充分感悟鲁迅关心爱护青
少年的品格。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五

本课的讲授有以下几个反思：

课堂教学的过程是有常规可循的，但方式方法不必固守一律，
可以多种多样，要因不同教材、不同教学要求、不同教学对



象而有所变化。这是在教学实践中常中求变的一个可贵的创
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共分五段，我不是按照传统的教
学程式，由课文开头向末尾讲，而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
容先讲二到五段(二、三段已在上一课时讲完)，最后再讲第
一段。这样由因推出果，很巧妙地将部分和整体有机地衔接
起来，整个教学过程重点突出，安排紧凑，气氛活跃，效果
显著。

在本节课里，我对课文中的基础知识字斟句酌，从不放过。
如对第三段开头两句话的归纳棗时间、风势、天色、行人以
及寒冷的程度;对“淌”“流”“滴”等词语的辨析比较;
对“扶、蹲、跪、来、洗、敷、扎”等动词的推敲，无不精
雕细镂。更可贵的是，在语言文字的讲解过程中，启发学生
进一步认识到鲁迅先生“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
高贵品质，从而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我这样做，包含着
几层意思：一是从诱发感知入手，启发学生的认识;二是体会
作者的思想感情，促使学生将认识在实践中具体体现。这两
层意思又都紧密地联系语言文字训练，既提高学生的认识，
受到思想教育，又锻炼了语文能力，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文
字的水平。

创设情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心境，体会作品
的意境，深刻地理解课文。在本节课里，我结合课文娓娓地
创设了一段黄包车夫在严寒的黄昏拉客觅食的凄惨情境，使
学生如闻共声、如临其境，引起了感情的共鸣，收到了应有
的效果。想象力是学生智力中一种很重要的能力，爱因斯坦
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
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是知识进化的源
泉。”我在讲课中，把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

1、运用插图，启发想象;

2、结合课文、展开想象;



3、延伸情节，丰富想象。

在本节课，我结合课文，引导学生想象鲁迅先生可能会回答
的话，既帮助学生悟出课文的真谛、又使学生从中受到生动
活泼的思想教育。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六

１、本节课教授《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第二课时，主要理解
体会“救护车夫，关心女佣”两个部分。

３、将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主要阅读本文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而节选巴金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事
情》来参读，通过对照融合，从而以周晔的泪引出小孩的泪、
青年的泪、老人的泪，形成这样一条感情主线，提升学生的
感情，唤起学生对“博爱”之情的更深理解。

４、这篇课文是周晔对逝去的伯父的.怀念，以泪体会爱，拓
展学生的知识，使学生不仅能认识课文中的鲁迅，更能认识
一个社会中完整的鲁迅。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反思反思篇七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侄女周晔1945年写的回
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伯父鲁迅先生给自己留下
深刻印象的几件事，说明鲁信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为自己
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敬爱
之情。

在教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我以“悼念”这条明线贯
穿全课，辅以“关爱”这条暗线统领全文，引导学生去感受
和体会鲁迅先生那种博大的胸怀。综观整堂课，具体体现在，
用“悼念”把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内容联系起来，把文本和扩
展内容结合起来。以反映鲁迅先生高尚品质的“深受爱



戴”“谈《水浒传》”“谈‘碰壁’”“救助车夫”“关心
女佣”为小标题，将课文内容进行高度的浓缩和提炼。

在课堂进行的过程中，对课堂节奏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
的。“救助农夫”这一个小故事浓墨重彩，从鲁迅先生救助
车夫的那几个动作入手，通过对“半跪”的分析，让学生说
出了哪个动作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让学生想象，通过想
象让画面动起来。让学生去寻找鲁迅跪了多长时间，让学生
有了一种震撼。然后通过设计情境，自然体会到鲁迅先生对
劳苦大众的同情。最后反复诵读两个“清清楚楚”的句子，
体会鲁迅先生当时忧国忧民的神情和给周晔留下的极其深刻
的印象。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共分五部分，我不是按照传统的教学
程式，由课文开头向末尾讲，而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以疑问“为什么伯父深受众人的爱戴”入手，从追悼会引出
生前的四个故事，最后再讲第一段。这样由“因”推
出“果”，很巧妙地将部分和整体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教
学过程重点突出，安排紧凑，气氛活跃，效果显著。这样，
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伯父为什么得到
众人的爱戴？”这一问题越来越明白，答案会越来越丰满，
越来越完整，最终得出：因为伯父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
得多，所以伯父深受众人的爱戴。

这节课基本上克服了满堂课串讲串问的弊端，做到了“以读
为本”，比较重视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