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人反思与评价 穷人教学反思(实用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一

《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是渔
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桑娜
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品质。
学习本文，重点是引导学生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
中体会穷人的善良。

本课的教学过程我力求让学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力求让
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一层一层地理解课文。在教
学1-2节时，先让学生找出描写“穷”的语句，再找出你是从
哪些词、句中感受到的，然后指导朗读，读出家里很穷。
从“感知”到“揣摩”，由浅入深，引导学生沿着这条思维
途径，一步一步地阅读理解。

在解读课文的过程中，研究“温暖”、“舒适”这两个词语。
首先让学生联系生活理解“温暖、舒适”，然后再看插图，
从图上看出桑娜家的“温暖、舒适”，最后回到课文。从文
中进一步体会“温暖”指什么?“舒适”指什么?此时，学生
的回答中已不仅仅是孤零零的描写小屋的语言文字了，还有
描写小屋外的.呼啸怒吼的寒风，汹涌澎湃的大海的语言文字，
还有对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和感受的联想。从
而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穷人虽穷但生活得很乐观。



第二部分篇幅较长，但内容容易理解。所以我让学生自由朗
读，了解故事发展。先抓住本段的重点句，让学生从这朴实
的语句中深入领会桑娜那颗善良的心;再引导学生用圈、点、
勾、画法找出对桑娜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并着重
理解桑娜抱孩子后忐忑不安的心情。

第三部分集中表现了渔夫夫妇俩的善良。但从中也流露出一
种无奈，一种悲哀。为了帮助学生感受到这样的感情，我先
指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对话、表情、动作的描写自行品味，
再安排学生自主合作进行表演，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由于本文的文本较长，又处处精彩给人留以发挥余地，所以
预习加两节课的教学还觉得时间有限，不少同学意犹未尽只
好作罢，还应该做更深入的写法分析和性格剖析也未实现，
结尾的续写未能完成，只得利用课余时间来写，不过同学们
的续写大多都充满了想象，又注意了人物的性格，写得比较
精彩!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二

本文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短篇小说。课文记叙
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桑娜与渔夫主动收养已故邻居西蒙的
两个孤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沙俄专制制度下渔民的悲惨
生活，赞美了桑娜和渔夫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
品质。课文内容上有两个重点：一是表现沙俄时代穷人的穷
困和悲惨。二是赞颂穷人富于同情、热心助人的美德。课文
里没有一句直接赞美的话，然而穷人的高尚品质却被表现得
感人肺腑。

学习本文，重点从环境和人物的心理、对话的描写中体会人
物的美好心灵。我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深层研读，从而感受人
物品质。让学生通过认真研读，从课文中找出描写环境和人
物对话、心理的句子，体会穷人的高尚品质。抓住桑娜抱孤
儿回家后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桑娜与渔夫的对话这些内容组



织学生深入研读。桑娜抱孤儿回家部分，重点研究“她的心
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
样做不可”这个句子，联系上下文了解“这样做”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的.心理中，体会桑娜的善良品质。教学时，首先
让学生充分的朗读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语句，抓住“忐忑不
安”，然后组织交流：桑娜在继续等待丈夫的时候想到了哪
些？为什么会想到这些？通过讨论明确：由于桑娜家庭的贫
穷，由于桑娜热爱丈夫、同情孤儿，所以才会有如此复杂的
心理活动，同时明确：虽然桑娜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但是
收养孤儿的决心没有动摇。接着让学生再读读描写心理活动
的语句，了解省略号的作用。最后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进
一步体会桑娜的崇高品质。桑娜与渔夫的对话部分，则以读
为主，在读中理解两处“沉默”的不同含义。通过朗读，读
出两人不同的性格。

在学完课文后，让学生回顾所学，体会作者通过环境和人物
对话、心理的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再安排练笔，续
写故事。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三

课文《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
是渔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
事，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
桑娜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
品质。课文用朴实准确的语言，恰如其分你地表达了真情实
感，读来使人深受感动。学习本文，重点是引导学生从人物
的语言行动思想活动中体会穷人的美好品质。

在教学《穷人》中，我努力创设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
教学气氛，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
读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在教学中充分让学生自说，自读，自
评，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说出感受，读出感受。例如教学
《穷人》中桑娜想的这部分时，我先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情感



体验，说出桑娜此刻的感受。学生有的说怕丈夫责怪，要读
得害怕、担心：有的甚至说因为桑娜担心要读得慢些，而有
争议的说桑娜紧张、着急要读得快点。在学生多元解读的基
础上，再及时运用多种朗读的方式，个别读、小组读、集体
读、男女生赛读、表演读、轻声读、大声读等等，引导学生
读得有声有色，读出自己的味道。

文档为doc格式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四

《穷人》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和学生的现实生活不太接近，
孩子们学习的时候还是有必须的难度的。

长文如何短教？我们备课组采用了这样的教学思路。首先初
读课文，弄清课文的主要资料。然后精读课文，从桑娜抱回
了邻居西蒙的孩子，忐忑不安的心理活动入手：桑娜想了些
什么？1、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2、为什么把他们抱过
来啊？3、该怎样对渔夫说？然后去步步理解课文，从“五个
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去学习课文的第一部分，体会到桑娜
一家的穷，日子的`艰难以及桑娜和渔夫的勤劳；从“为什么
把他们抱过来啊”去第二部分的资料，去来体会桑娜抱孩子
过来只是处于善良的本能，尽管忐忑，尽管前途未卜，可是
还是把孩子抱了过来；从“该怎样对渔夫说”去学习渔夫回
来后他们的对话，去体会渔夫也和桑娜一样——善良。这样，
这篇课文虽然长，可是，却能抓住重点展开教学。

可是，我仔细斟酌了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故事，
如果从桑娜的心理活动入手去引导孩子们学习课文，这样把
课文肢解了，故事显得不完整。于是我重新修改了教案。

我按课文的顺序引导学生去学习课文，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
学。教学中住住描述环境和心理活动的句子引导学生去品读，
去体会。



学完这篇课文共用了3个课时，我觉得教学效果并不梦想。主
要表此刻这几个方面，其一是学生学习兴趣没有被调动起来，
虽然这是一个小说故事，可是故事性并不强，重在细节描述。
我在教学中没有采取比较进取的措施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其二是没有真正引导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描述桑
娜抱回孩子后的心理活动是极有特色的，可是，我引导无方，
将教学变成了冗长的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学生都索然
无趣，而我教师在课堂上也是惶惶的，始终没有使自我的心
沉下来。

教学效果不好主要原因还是我在课前没有仔细地研读教材，
虽然这是一篇老教材，我也比较熟悉，可是，这篇课文的教
学我没有找到最优的教学方法。这篇课文我应当反反复复地
读，读出新意，读出味道，这样教学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
事半功倍。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五

《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是渔
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桑娜
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我受苦，也要帮忙别人的完美品
质。课文用朴实准确的语言，表达了真情实感，读来使人深
受感动。

在本课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文，采用抓重点词语
进行品析、指导朗读来解决重难点；启发学生在弄清主要人
物性格特点、思想品质及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进行合梦想象。
经过学生的自读自悟，质疑问难，使学生进一步领悟到主人
公完美心灵，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体现。

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已学习的过程，教师
在教学中要力求让学生“自主学习，自得学习”。在阅读中
要注重层次性，即引导学生一层深一层地理解课文。在教



学1—2节时，让学生自读课文，找出描述“穷”的语句及关
键的词语，谈谈自我的感受，然后指导朗读。采取从“感
知”到“揣摩”，再到“吟诵”，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阅
读过程，引导学生沿着这条思维途径，一步一步地阅读理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能丢开课文语言搞腾云驾雾式的资料
分析，也不能脱离资料搞支离破碎的语言训练，而是有机地
把两者统一齐来。如在学习课文第一段中，研究“温
暖”、“舒适”这两个词语，首先让学生联系生活理解“温
暖、舒适”，然后再看图，从图上看出桑娜家的“温暖、舒
适”，最终回到课文，从文中进一步体会“温暖”指什
么？“舒适”指什么？此时，学生的回答中已不仅仅是孤零
零的描述小屋的语言文字了，还有描述小屋外的呼啸怒吼的
寒风，汹涌澎湃的大海的语言文字，还有对在这两种不一样
的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和感受的联想，从而使学生深刻地认识
到桑娜的勤劳能干。这样，词义的内涵拓展了，学生的联想
空间扩大了，看问题的视野也开阔了。

《语文课程标准》中说：“阅读是学生的个性行为，要珍视
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尊重学生对文本的个性化解
读。”在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创设一个民主、平等、宽松、
和谐的教学气氛。本文着重让学生体会“忐忑不安”这一段
的心理描述，采用各种形式，让学生充分地读。经过自我的
情感体验，交流感受，读出感受。学生用心读文，把握朗读
时的感情语气，有的说桑娜怕丈夫回来，要读得十分紧张，
有的说桑娜怕丈夫回来责怪，要读得害怕、担心……学生从
读中体会到桑娜的善良，到达情感陶治。在阅读教学中，培
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本事，构建富有个性化的
阅读教学，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飞扬。

穷人反思与评价篇六

刚刚执教完《穷人》一课，对教学中的一些片段，深有感触，
有得有失，有收获有不满。



《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课文记叙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桑娜与渔夫主动收养已故
邻居西蒙的两个孤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沙俄专制制度下
渔民的悲惨生活，赞美了桑娜和渔夫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
别人的美好品质。课文是通过环境和人物对话、心理的描写，
来表现人物品质的。为了让学生充分体会穷人的高尚品质，
了解本课的写作特点。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是这样设计的，
整体思路分为是先理解《穷人》的“物质贫穷”以及“精神
富足”，通过对比，突出人物的高贵品质。再赏析分章的写
作妙点。

话题，围绕“穷人”不穷的话题进行讨论。从文中找到相关
的句子体会穷人的“穷”。从学生的回答上看，学生能够从
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中体会桑娜一家的穷苦，并由环境描写
中确实地体会到了作为穷人的那种悲惨的境地。为了达到更
透彻了解穷人的境况，营造悲凉的气氛，我再让学生从描写
寡妇西蒙的句子延伸开去，想象一下作为残缺的穷人家庭的
生活会如何更加的凄惨。对“物质贫穷”的品味越到位就越
能达到表现“精神富足”的目的。在品味环境描写的过程中，
学生能够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中体会桑娜一家的穷苦，为
了达到更透彻了解穷人的境况，营造悲凉的气氛，我再让学
生从描写寡妇西蒙的句子延伸开去，想象一下作为残缺的穷
人家庭的生活会如何更加的凄惨。在品味环境描写的过程中，
学生不但体会出生存环境的恶劣，同时也体会到穷人在困境
中保持的那种美好的品质。对穷人的善良、勤劳的品质有了
初步的了解。而品味精神富足部分，重点在于抓住人物的语
言以及心理的描写，用朗读、品味的形式去体会其中的忐忑
不安以及矛盾心理中的坚定。在学习中学生是能够体会到桑
娜那种义无反顾地帮助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可对人物那种
矛盾心理，以及复杂心理却是无法理解到位。主要是对一些
关键词句的理解不够透彻。而后来体会渔夫与桑娜对话的环
节中，学生始终也无法模仿出文本的味道。在末段的对话中，
虽然抓住了“熬”字进行体会，但对渔夫那种善良、宁可吃
苦也要助人的精神的体会就不够深刻了。细想开来，为何在



品读“物质贫穷”的部分，学生会较有感触，而对“精神富
足”部分的理解却有些阻滞。原因之一是始终没有让学生进
入情境的朗读，对篇章长的文段没有引导学生抓有效信息，
进而朗读不到位，从而也没有对关键词句进行透彻的体会，
这就导致了一知半解的局面。

细读文章八一一最后，品味文章细节描写之妙。

细节描写是本课的一大亮点：

1、境描写烘托出家里的穷，主人公勤劳、善良的品质。

2、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桑娜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一
个充满爱心、乐于助人的穷苦劳动妇女的形象。

3、对话描写显示出渔夫爽直乐于助人的品质。桑娜小心应对，
说话断断续续，表明了她紧张、不安的内心，反映出她热爱
丈夫、同情西蒙的善良品质。

4、神态描写，表现了主人公矛盾紧张的心理。心理、语言、
对话都对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机好的作用。

第三板块写话训练

结合桑娜和丈夫第一次沉默的句子，写一写桑娜此时的心理
活动。

这其实是在充分理解人物品质的基础上，对细节描写的一个
训练，也是对第一二个活动的一个总结和升华。

因时间关系，第三板块的写话训练，也未让学生的们进行更
深入细致的交流，这是本节课甚为遗憾的一个地方！这种遗
憾也许在短短３５分钟内真的难以弥补，只得利用课余时间
完成，而同学们的写话也充满了想象，又注意秉承了人物的



性格和当时的背景，写得很精彩！

每一次的公开课，都会留下无数的遗憾和深深的思考，与同
事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提高，成功与否又有何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