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实用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读后令我甚是喜欢。也许是缘于我偏
爱此诗吧，在教此文时，我是热情洋溢的。整个教学过程采
用多种方式的朗读进行，想不到在我的热情点拨之下，学生
的热情如此的高涨，让我感觉到秋天的热情以及它的活泼。

在教学第三小节时，此节运用了拟人手法，我同样让学生用
同样的手法描写其他事物，学生可积极了……“春天像顽皮
的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春天像个大医生，把大地从冬天的
昏迷中救醒；春天是个善良的天使，送给了万物活力”，看，
这就是学生扪的佳作。

乘胜追击，课后，我让学生仿照课文自己也来写一首小诗歌。
这样的适当仿写让我知道学生的模仿能力是如此的强！

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秋天》这首诗，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捕捉到秋
天那令人心醉的动人景象，描摹出秋野溢彩流芳、生意盎然
的美好意境。通篇诗歌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写，描写秋天迷
人的景色和丰收的景象，语言优美生动。在作者笔下的苹果
姐姐会因为天气凉了，嚷着要穿红袄；葡萄妹妹要披紫
袍……这首诗富有童真童趣，贴近学生情感，学生学起来自
然兴趣盎然。



在本课的教学之前，我先布置学生自己去观察秋天，描绘秋
天，歌唱秋天，在教学时，我将诗歌展开一幅幅画面，把图
文对照起来，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并抓住抒情这条
线，引导学生朗读、想象，去感知语言之美。这样，让学生
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体会作者对秋天的热爱和赞美之
情了。教学后，我让学生再搜集一下古人描写秋天的诗文，
比较古今写秋的不同，感悟不同时代的语言文字所表现的秋
天之美。最后仿照本文的'形式写上一两小节秋天的诗或写一
篇赞美秋天的小练笔，充分让学生去表达自己对秋天的热爱、
赞美的情怀。

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秋天到》是北师大版二年级语文教材的第一课，课文是一
篇优美的诗歌，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秋景图，我在上这一课时
做了如下尝试：

首先，情境导入新课。学生说自己了解到有关秋天的特点，
再仔细观察课文中的插图，让插图充分起到服务学习的作用。
学生仿佛去了一个新的世界，学习兴趣特别浓厚，课堂气氛
自然很活跃。其次，在讲第二、三小节的时候放手让学生自
已学习，并且学习自己喜欢的部分。开始我还在犹豫，二年
级学生自己提学生提问能行吗？没有想到的是学生提出的问
题非常有价值：“老师，为什么田野翻金浪？”……我正好
顺着问题讲下去，我也把一些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自已解
决，让许多学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秋天》一课的教学，我通过多样化的朗读带学生走进了课
文的优美意境中。朗读对语文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各项语文
活动都要由阅读文体开始，对于诗歌则尤为重要，只有反复
朗读才能走进诗歌走进作者的心里。所谓多样化我认为首先
是指程序上的循序渐进，由识记生字到读顺诗歌再到读出韵



律以至读出感情，步步走来，由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习
惯。其次是指多种方式朗读，可以自读、同桌对读、齐读、
师生共读，形式多样化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课后
看来，总觉得读出韵律一节处理的不妥当。我的本意是想通
过四步读教给学生实实在在的方法，但由于诗歌节奏的划分
本无定法，它和语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教给学生划分
节奏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第一诗节给学生作一个范例，
并不能真正教给学生一些规律性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这一
环节上的遗憾。

文档为doc格式

秋天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秋天》是二年级上册第一组的课文，本组课文以描写秋天
及其美丽的景色为主，本课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它
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优美，朗朗上口，描写出了秋天丰收
的美景和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针对这篇课文的特点，我抓
住了几个重点进行教学。

一、结合生活实际场景，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朗读感悟，以主读代讲。

三、自主识字写字。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点。

《语文课程标准》说：“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兴趣。”对
学生来说，对语文没有兴趣，课文就是一堆堆毫无意义的符
号。具体到本课，它的语言虽然非常优美，但如果脱离了生
活，只泛泛地去讲，那很难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所以在导入
的环节中，我与学生进行了沟通，我问他们：“都说秋天是
美丽的，谁能给老师说一说你见到的秋天的美景呢？”刚开
始学生还有些拘谨，但在我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纷纷举起
了手。有的说：“我看到了黄色的树叶慢慢飘下。”有的说：



“我看到过秋天的枫叶非常红。”有的说：“我看到了秋天
的菊花很美丽。”……可能孩子们的语言还不够丰富，但我
能看到孩子们内心的兴奋和他们的积极性，经过这个简短的
交流，他们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兴趣已经被激发。

这篇课文是描写秋天农田丰收的景色，对于这些生活在城市
中的孩子来说，还是显得有些陌生，那怎样架起他们与课文
之间的桥梁呢？我先让来自农村的孩子和见过农田丰收景象
的孩子，给大家描述一下，让大家在他们具体生动的描述下，
共同感受秋天田野丰收的美丽，从而调动学生内心的喜悦之
情，这样就调动了他们的兴趣，也避免了教学中的空洞与刻
板。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多种的朗读，在朗读中感悟课文，
那就事半功倍了，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之情。

本课教学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课堂秩序还不够好，
学生出现窃窃私语的现象；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还不够流畅，
有时学生的反应会慢半拍。这些现象可能是因为我刚接手本
班，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还不够流通，但我会和学生一起努
力，尽快把这座桥梁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