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星的教学反思(通用8篇)
岗位职责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组织的变化和发
展。编写岗位职责的首要任务是对工作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和
梳理。下面是一些常见岗位职责的范文，供您参考和选用。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一

生活的快节奏让人没有过多的闲暇时光，因此简单的形式，
有份量主题的'文章便会广泛赢得读者的喜爱。加之现在学生
接触现代诗的机会很少，他们喜欢文化快餐、网络游戏、追
求时尚，他们很多人没有阅读的习惯，对没有引人入胜的诗
集来说，更是没有兴趣。所以借着初一名著阅读的契机，我
特别对《繁星春水》教学做了精心安排准备。

《繁星 春水》是现代女作家冰心的抒情小诗，开学之初就给
学生们下达了任务，在10月份讲这部名著之前一定要看完。
同时我还着重做了两个要求：1.自由选择8首诗配乐朗诵，个
人小组合均可。（兼顾不同主题）2.针对母爱、童真、自然、
人生哲理四个方面各选一首进行理解赏析。《繁星春水》中
的每首诗都十分短小，语言清新淡雅、明白晓畅，学生容易
理解，也容易喜欢，大部分学生能在教师讲授之前按要求阅
读并自行理解赏析。

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也要做到，尽管教上届初三的时
候曾经复习过这部名著，但我还是在备课前将名著及内容简
介仔细阅读，然后精心制作了图文并茂的课件。在教学过程
中，由于准备充分，既让学生关注了冰心的相关文学常识，
又引导学生从三个内容“母爱与童贞、自然、人生哲理”阅
读理解和领会经典小诗，同时给学生展示自己朗诵水平的机
会，还放手让学生对喜欢的作品做了一定赏析。整个教学过
程紧凑、合理，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在教学中，不尽入人意之处还多，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注意
改进提高：

1、在学生朗读的过程中，朗读指导不到位。在引导学生朗读
的时候，对学生的评价和点拨有所欠缺。同时，配乐的声音
太大，孩子们精彩的朗读受到影响。

2、在对诗的理解赏析中，交给学生赏析诗歌的方法必须要具
体，而且一定要明确出来。否则学生听过就过了，不能更好
地指导个体感知。

3、在引导赏析经典小诗后，应该及时让学生自由赏析相关主
题小诗。

4、老师讲得太多，学生读的还是不够，诗那么好，不读就可
惜了。老师不能代替学生去感受，去经受精神的洗礼。

一言以蔽之，阅读名著，要学生多读经典之处，要学生多讲、
多练、多思，做到触类旁通，真正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二

《繁星》教学反思《繁星》描写了巴金先生在三个不同时期，
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繁星，表达了作者热爱星天的思想感情。
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采用了以下方法：

在上课前，我让学生畅谈每当凝望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星星时
的心情怎样？会产生了怎样的遐想？并由此引至课文中作者
看星星的感受，让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学生通过思考
都踊跃的畅谈自己的感想，这样的导入对激发学生联想和创
造思维，唤起情感体验，都具有积极作用.

我让学生带着问题整体感知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作者几次
观察繁星?“我”在什么时间、在哪些地方看星天？（学生阅



读课文完后，老师引导提示：可以从时间地点上寻找答案，
让学生找出相应答案的句子。）思考二：作者三次写看星的
情况和感受有什么不同？（指引学生从文中划出相关的句子
并提示。）思考三：谁能概括这一自然段的主要意思？而后
利用表格理清课文结构,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此环节紧紧
相扣，通过启发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
思维能力。

首先找出优美的句子，反复的朗读，读出感情并体会其中的
思想感情；然后揣摩语言，作者的感情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并对揣摩的语言进行比较阅读，最后找出文中运用了比喻、
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的句子加以品味，体会这些语句的精
妙之处，并说说其表达的作用。（明确比喻、拟人、排比等
修辞手法的作用）

一、时间上没有充分把握好，刚开始讲得太细，花的时间多，
后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赶着把课文讲完。

二、内容讲的过多过细，太面面俱到了，造成学生不易消化，
应每节课挑一到两个知识点作为重点讲解。

在以后的课堂中，我会不断反思，争取做到最好！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三

《繁星》是巴金先生的一篇散文，描写了巴金先生在三个不
同时期，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繁星，表达了作者热爱星天的
思想感情。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采用
了以下方法：

上课伊始，我就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了美丽的
星空，把学生带进了一个新奇梦幻的世界。接着，借助媒体
展示了作者巴金的照片及作品等，很好地填补了学生的知识
空白，使学生对巴金的生平及其作品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了解了本课的一些背景知识后，我要求学生通读课文，思
考：课文有几小节，写了作者几次看繁星？而后通过对比，
使学生了解到：作者在写这三处的星天时，三小节在写法上
有相似之处，都写了四方面的内容，利用表格理清课文结构，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本文语言优美，因而在教学中，我从朗读着手：

1、找出文中你觉得写的最美的句子，读出感情。

2、揣摩语言并交流：这句话美在何处？感情是如何表现出来
的？

3、通过对语句的揣摩，进行比较阅读，明确比喻、拟人、排
比等修辞的作用，找出文中运用这些修辞的语句，加以品味。
让学生深刻理会这些拟人句、比喻句体现了作者的感情。把
教学重点放在朗读指导上，而并不是简单的理解分析。

小练笔：模仿课文虚实结合的写法，按照“渐渐地……我仿
佛看见………我仿佛听见……我觉得……”这样的句式写一
段面对碧海蓝天，你产生的联想和想像，字数在50字左右。

回过头来看整堂课教学，自己感觉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整堂
课的教学出现了前紧后松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自己是新教
师生怕教学时间不够，所以在前面的课文分析时，留给学生
读中品味的时间不足，以至于对文本的把握欠缺。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四

1、注意朗读的教学。

通过有梯度、有层次地探究式学习，读出节奏，感受现代诗
的音乐性;读出想象，体会现代诗的艺术性;读出情感，感受
现代诗的人文性，在反复朗读中发现现代诗的特点。



2、注意读写训练。

学习现代诗的特点，将习得的特点落实到笔端仿写现代诗，
鼓励孩子大胆创作，激发对现代诗的喜爱之情，通过综合性
学习摘录积累，分享交流将现代诗，融入到生活中。

面对学生出色的表现，不能及时地找出更为合适的评价用语，
有时候，明明知道学生表现很好，但却急于找不到合适的话
语进行评价。那些用惯了的“你真棒”"好极了”等，在我看
来一遍足以，如果反复使用则会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表扬
的意义。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从指导者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培养
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认真学习课堂评价语言，争取恰如其
分，及时到位地评价学生。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在教学设计上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本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学习主动权应交给学生，以学生
为主体，让学生主动自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读书能力
和阅读能力。因此，一进入课的内容，教师就让学生自读课
文独立完成表格。这一环节，教师创设了一个让学生主动参
与的教学环境，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掌握
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
发展”的理念。

本篇课文离学生实际较远，学生理解作者内心的不同感受比
较困难。然而文章中优美的语言，巧妙的表达方法，却是一
个很好的练笔机会。因此我灵活恰当的运用教材，把重点放
在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并运用文章的表达方法，完成片断
练习上。同时借助电教媒体，让学生欣赏着优美的画面，听着
《渔舟唱晚》这首美妙的乐曲，使学生仿佛置身于此，完全



陶醉在画面之中，有利地激发了学生写作的欲望，优化
了“想写——写什么——怎么写”这一过程。从学生写作的
情况上来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学生能够运用文章的表达
方法，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写了出来，表达了自己的
真情实感。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六

受师傅的提示，《繁星》这篇课文索性没用课件。现在发现
不用课件的效果比用课件的要好，最起码这篇课文是这样的。
因为《繁星》课文里面的细节段落，还是边讲边板书的效果
来得更好。在我的提问启发下，同学们开始积极开动脑筋，
课堂活而不乱。课堂的最后，提了一个比较深但是对学生来
说会很有成就感的问题。同学们思考30秒后开始断断续续举
手。但，这个时候下课铃响了，我顿了一下，说：下课吧。
话语一落，就有一些思考好的同学发出了失望的声音。能把
学生的胃口吊起，今天还挺有成就感的。

总体来讲，今天《繁星》这堂课还行。我知道学生其实挺喜
欢听一些作家的轶事的，所以中间我稍微讲了讲关于巴金的
一些事迹。这些事迹不是简单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也是为了
帮助他们理解课文的一些内容。比方说巴金对于星空的感情，
同学们可能只能想到喜欢星星，热爱大自然这一层。而我就
简单讲了讲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稍微谈了谈巴金的热血、
巴金的激情、巴金为着理想努力的事迹。同学们听到这些后
对巴金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产生了极大的理解和崇敬，甚
至感动。所以这个时候引入体现作者热爱光明，追求希望的
这种感情就水到渠成了。

总体进度把握得还可以，只是也许我的语速又快了点，呵呵，
希望慢慢改正。另外，初一的小孩子还是比较直观的，所以
问问题要更直接些，多一些形象启发，不能太深。和他们对
话也要注意措辞，有些问题还是要问得口语一点，有些比较
深的词汇尽量换成比较浅显一点的词语。所以，了解、认清



初一学生的学习情况、认知水平也是很重要的。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七

1．认识本课的生字.

2．理清本文的行文思路，知道文章是按时间和地点的顺序描
写了三次星空.

3．学习并运用联想和想象来写景状物，抒发观赏景物时的感
受.

1．体会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观看繁星的情景描写.

2．诵读课文并揣摩作者由眼前实景产生的联想和想象.

培养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

由景物引发的联想和不同感受.

难点

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恰当地表达感情.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巴金的资料.

1课时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同学们，星星是夜晚的精灵，在无边的夜空，闪烁着智慧
的光芒.你爱看天上的繁星吗？当你凝望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星
空时，你的心情如何？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文坛巨匠巴金
爷爷对繁星的观察和感受.

2．（多媒体出示巴金简介）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
川成都市人.代表作有《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
《电》）《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他的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
会影响.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多媒体出示）

2．查字典理解词语.（多媒体出示词语）

摇摇欲坠：形容非常危险，就要掉下来或垮下来.

半明半昧：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昏暗.

密密麻麻：又多又密（多指小的东西）.

3．分小节读课文.

三、研读课文，体会作者情感

1．默读课文，完成表格.（多媒体出示）

2．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多媒体出示）

（1）在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地点），我看
着__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2）在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地点），我看
着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3）在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地点），我看
着__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作者三次看星空的情景和感受会不同？

（明确：作者三次看星空的情景和感受不同，是因为随着作
者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星空的观察和感知逐步深入细微了.）

第一次：“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我最爱看天上密密
麻麻的星星”表达了思念之情.

第二次：“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
在”表达了对生活充满光明、希望之感.

第三次：“我望着那许多……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写出
了海上望星的无比舒心、安详和陶醉的感受，以及与星空的
知心之情.

4．看着满天的繁星，“我”获得了怎样的乐趣？根据句式练
习说话.

（多媒体出示）看着满天的繁星，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部分精彩语句在第3自然段，再读第3自然段，回味、感
悟、交流）

拟人句：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
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

排比句：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6．读下面的句子，用加点的词语照样子写句子.（多媒体出
示）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眼，我仿
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

四、小结课文，复习词语

1．请写出几个描写星空的词语.

例：星群密布

（）（）（）

2．复习词语.

纳凉星群密布静寂半明半昧摇摇欲坠梦幻

五、总结仿写，拓展作业

1．仿写.

在作者的笔下，繁星点点，胜似仙境，美妙无比.本文之所以
有如此美妙的意境，是因为本文有对星空真实的描绘，也有
作者自己丰富的联想，这种写法就叫作虚实结合.模仿课文的
写法，按照句式也写一段这样的话.

（多媒体出示句式）

我望着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仿佛看
见________________，我仿佛听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觉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寻找虚写景物的句子.

（2）学生找出这些句子后进行赏析，并按要求写作.

（3）大组交流汇报自己所写的句子.

2．拓展.

（1）将自己看繁星的经历写成一段话.

（2）画一幅星空图，并写上几句话.

这篇课文主要内容是巴金描写三次看星星的经历，作者着重
地描写了第三次在海上看星星的过程，文章语言非常的优美.
多角度的写景，在这一部分上，我觉得我处理的是理性有余，
感性不足.这样的一种美景，我认为只有把气氛用自己的语言
渲染的到位，让学生充分地去体验，让学生感受到散文的美.
这样让学生感受到散文语言的美，才能达到这节课的最终目
标与良好效果。

繁星的教学反思篇八

本节课在教学设计上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一、体现了略读教学的特点。

本篇课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学习主动权应交给学生，以学生
为主体，让学生主动自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读书能力
和阅读能力。因此，一进入课的内容，教师就让学生自读课
文独立完成表格。这一环节，教师创设了一个让学生主动参
与的教学环境，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掌握
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
发展”的理念。



二、媒体的运用，赋予读写结合新的内涵。

本篇课文离学生实际较远，学生理解作者内心的不同感受比
较困难。然而文章中优美的语言，巧妙的表达方法，却是一
个很好的练笔机会。因此我灵活恰当的运用教材，把重点放
在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并运用文章的表达方法，完成片断
练习上。同时借助电教媒体，让学生欣赏着优美的画面，听着
《渔舟唱晚》这首美妙的乐曲，使学生仿佛置身于此，完全
陶醉在画面之中，有利地激发了学生写作的欲望，优化
了“想写——写什么——怎么写”这一过程。从学生写作的
情况上来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学生能够运用文章的表达
方法，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写了出来，表达了自己的
真情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