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篇一

学习目标：

1、通过偏旁归类复习学过的生字。

2、比较形近字。

3、通过读句说句，复习学过的生字，锻炼说话能力。

4、读儿歌。

教材简说：

这个语文园地有五项练习，分别是复习同偏旁的字、读词语、
比较形近字、读句说句和读儿歌。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篇二

学校开展“一题三研——周日期主题教研活动”以来，我同
教务处的几位业务领导先后参加了两个教研组的主题教研活
动，听了13节课。这13节课，各有千秋，问题和闪光点并存。
今天上午，听了中年组杨丽老师的一节语文课后，极为振奋。
杨丽老师在课的设计上能紧紧围绕个人教研主题——“在语
文课堂教学中探索学生的合作学习方式与方法”，组织安排
教学内容。整节课，学生多次进行合作学习，并且每次都能
做到适时，有效。学生参与面广，热情高，热烈的讨论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另外，杨老师上的课文章主题挖掘的深，升



华的巧；知识渗透深入浅出，重点、难点突破的妙；教学环
节严谨，学习目标达成的好；教师基本功扎实，师生关系的
亲和力强都是本课成功的主要表现。

课是这样开始的——

一串醒目的东北大糖葫芦，配上教师精心准备的导言，很快
就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万年牢》是阅读课文，先让我们看一下阅读提示，然后
说说本节课的学习任务是什么”。杨老师话音刚落，学生就
快速浏览文前的提示，很快学生纷纷举手回答。杨老师肯定
各种答案后出示“学习目标”1，学会本课出现的生字和新词；
2、了解课文的内容，体会父亲做事认真、实在的做人道
理；3、学习作者围绕文章主题选材，叙述有条理的表达方式。

目标揭示以后，杨老师又鼓励同学们“这节课我希望同学们
能发挥各小组的优势，充分交流，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们能够
独立完成学习目标，有没有信心？”“有！”随着学生响亮
的响应后，杨老师布置了第一个学习任务，“我给大家一点
时间，找一找文中那些字和词你还不了解，想办法解决。一
会老师要检查。”学生得到任务后，马上打开语文书，或独
自读书，或自由标注，或小组间交流，或打开工具书查找。
教师巡视时解答了三位学生的问题。大约五分钟后，杨老师
出示几张字卡和词卡对学生的自学进行抽查。学生的自学得
到杨老师的认可以后，杨老师又提出新的问题“父亲做的糖
葫芦为什么称为‘万年牢’？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文，思
考——”课件出示：‘读文思考’，课文围绕父亲做糖葫芦
讲了哪两件事？你认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生自由阅
读课文以后自觉和小组交流起来。接着有同学举起了手。生
甲说了“选料精细，手艺高超”，生乙说了“不满欺骗，辞
去工作”。教师分别板书其内容。接着追问“父亲是个什么
样的人？”生回答：“做事认真，为人实在。”教师再次板
书。“课文是怎样描述父亲的？”课件出示“自学指导：1、



默读课文，用笔画出父亲做事认真，为人实在的句子，标注
感受”。学生默读一段时间后，教师提示组内交流一下个人
的感受。合作学习开始了，当杨老师问，哪个小组愿意汇报
一下时，各组都纷纷举手。一位女同学找到几段句子读了一
遍，杨老师指导她把读的不好的两句又读了一次。另一组同
学谈感受时突出了“认真和实在”。接着杨老师很自然的引
导学生谈到生活中自己的表现。有的同学谈的很自信，有的
则不太好意思说以后注意。显然同学认同了父亲的做法。三
个同学坦诚的谈话后，杨老师在课件中出示“自学指导：2、
文中出现几次“万年牢”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学生再次打开
课文，很快学生便找出三处。当学生急于回答时，教师示意，
先在小组内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于是课堂又沸腾了。只见
每个小组的同学都争相说出个人的看法，从同学的表情和脸
上的自信，不难看出他们对自己的答案很满意。组内交流以
后，他们又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三名同学汇报后，杨老师
和同学们一起归纳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好产品，好生意，好
人品”。板书过后，杨老师再次把学生引入生活中。首先杨
老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商人染布”的故事，让学生明白真
诚的价值。而后又播放了几条“打假新闻”让学生体会市场
上的伪劣产品对人们的危害。之后，杨老师让同学们评说是
非，畅谈做人。课程快要结束时，杨老师出示了自学指导：3、
小组讨论：这三处‘万年牢’之间有什么联系？作者这样命
题有什么意义？经过简短的交流，学生很快得出结论，教师
也板书上：层层递进。

最后，杨老师问：“父亲能做出‘万年牢’的法宝是什么
呢？”学生想了一下齐声回答：“是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
在做人”。精彩的一节语文课结束了。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借助字典和联系上下
文，读懂词句的意思，了解天山景物的特点。

2.能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感受天山的美景，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过程与方法：

1.交流搜集的资料，初步感知天山的美丽。

2.围绕“七月的天山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这一问
题进行思考交流，感受天山的魅力。

3.体会作者的写作顺序及方法。

4.摘抄文中的优美语句作为积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北国天山的美景，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重难点分析：

l、略读课文需要教师大胆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自读自悟感
受七月天山的美景。

2、引导学生探究作者如何把天山之夏的景色具体、形象地描
绘出来，并以此来体会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确切的比喻，从中
受到熏陶。

课前准备：

课件、学生借助工具书预习课文以及收集相关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1.教师板书课题，解题、了解作者，交流课前学生查阅的关
于天山的资料。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梳理、总结：《七月
的天山》是一篇以描写山川景物为主要内容的游记散文，选自
《天山景物记》，作者碧野。

2.师生伴着优美的乐曲，跟随作者一起走进七月的天山。出
示天山课件。

二、明确任务，阅读课文。

1.阅读要求：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

（2）快速阅读课文，思考：七月的天山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
么？

2.全班交流。

交流预设：

（1）天山留下的印象是神奇的、美丽的……

（2）按照移步换景来描写景物。

三、品读文字，理解课文。

1.师生共同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指名朗读课文。

（2）课文描写了哪些景物？各有什么特点?



（3）学生自由讨论，然后交流。

交流预设：

这一段写了雪峰、云影、雪水、溪流等美景。例如，用衬托
的方法显示事物的特点：蓝天云影衬托雪峰的高大、静美；
以溪流、鱼儿的活跃衬托天山的寂静。用比喻的方法显示事
物的特点：作者把雪峰比喻成白缎子，云彩的影子比喻成银
灰色的花朵，说明雪山的白；把融化的雪水比喻成千百条闪
耀的银链，溪流抛起的浪花比喻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见
景象多么壮观、美丽。这样的描写充分地展示了天山的无限
生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盛夏季节进入天山会有秋天般凉爽
的原因。

（4）总结学习方法：

作者用到了衬托和比喻的方法来描写景物，自学课文时可以
先找到这样的句子来品味天山景物的特点。

（5）用勾画批注的方法围绕着“文中描写了哪些景物？各有
什么特点？”这一问题自学4-5段，觉得有困难的地方可以小
组讨论。

（6）全班交流。

交流预设：

白皑皑的群峰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
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丫，只漏下斑斑点点
的细碎的日影。

“白皑皑”写出了雪峰终年积雪；“蜿蜒无尽”是说原始森
林连绵不断；“重重叠叠”说明了枝叶的茂盛；“漏”字
与“细碎的日影”相照应。



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花瓣儿
赛过巴掌大。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
也显得格外精神。

文中几个比喻句：像……织锦、彩霞、长虹，无不描绘出天
山花朵的艳丽，“赛过八寸的玛瑙盘”显示花之大，“人浮
在花海上”显示花之多。

四、拓展练习。

1.积累自己喜欢的字词和句子。

2.课外阅读：《天山景物记》。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篇四

《花的勇气》是当代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课文构思精巧
别致，以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寓情于景，情景
交融，耐人寻味。

（正值春天百花盛开时，丝丝入林的牡丹花，井舟的校园摄
美，给予我灵感，借机窃取，改为课件。在此，表示感谢！）

在导入新课时，问：你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花是什么花？

学生纷纷回答：我喜欢康乃馨，它象征母爱；我喜欢荷花，
它很纯洁；我喜欢牡丹花，她是花中之王，特别艳丽（随机
展示丝丝入林送的牡丹花，引来一阵啧啧声。）。

师：牡丹富贵，荷花纯洁，历来被文人墨客所赞美。我们学
校也有花的知音——展示井舟的校园作品。

学生情不自禁脱口赞叹：学校真美啊！



师：联系本单元所学的内容，说几句话表示一下吧。

生：花儿带来春的芳香；花儿给我们美的享受……

师：徐老师能从校园捕捉花的信息，冯先生从维也纳给我们
带来什么呢？聪明的你一定能有所收获。

同学们很快进入课文描写的情景中。难点（理清作者感情变
化的线索）不攻而破：

生：只见绿地不见花，（绿地泛滥花不见。）——失望

见到花儿藏草下，（扒开草丛见到花。）——惊奇

不见花儿冒出来，（即离不见花儿现。）——遗憾

再见花儿遍原野，（原野盛开七色花。）——震撼

（此刻，我异常欣喜，是花儿给予的灵气？是花儿给予的勇
气？学生竟然争先恐后，出口成章，整个课堂诗意飞扬，心
情欢畅，充满浓浓春意。）

“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 、凉凉的雨点，我看到的竟是一片
花的原野。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此刻
那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顿时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铺满
了全新的色彩。……”聆听着孩子们的充满激qing的朗读，
我有点儿陶醉。

最后点题，无需多费口舌，学生已领会作者的感悟：小小花
儿居然有如此气魄，在冷风冷雨中傲然挺立，这是花的勇气，
是生命的勇气。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勇敢地面对风风雨雨，无论你是多么弱小，
无论年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勇气就会有希望。



反思：1、上以情感为线索的文章，适当的铺垫非常重要，怪
不得好多名师课前有那么多的“废话”。我可得好好研究。

2、课件的恰当运用，有时可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譬如，今
天的课堂，一反常态的热烈。可惜，我做课件水平太臭。

3、学生课前收集资料，课后整理材料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很
有必要。本学期来，我要求学生每个单元制作一张小报，回
顾近期学习及拓展的内容。因为有准备，有内容，学生做起
来并不难，不是很重的负担，但效果不错。

小学语文新课标心得体会篇五

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吃过冰糖葫芦吧，回忆一个你所吃
过的糖葫芦的模样，好吗？（课件出示冰糖葫芦图片）

在解放前的天津，有一位卖糖葫芦的人，他的糖葫芦做得非
常漂亮，味道特棒，在天津很有名气，想知道他是谁吗？他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万年牢》的作者的父亲。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 、读通课文，读准生字。

2 、检查词语（课件出示）：走街串巷、掉皮损伤、晾晒、
火候、竹签、耽误、甩糖风、掺假、赚钱（认读，并结合句
子理解词义）。

三、围绕提示，深入探究

1 、自学课文，边读边思考问题（课件出示）：

（1 ）课文围绕父亲做糖葫芦讲了几件事？父亲是一个怎样
的人？



（2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父亲做事认真、实在？

※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有关语段读一读，做上记号。

2 、小组合作研讨。

3 、班内汇报交流。

4 、重点指导理解问题（3 ）：

※第一处的万年牢指的是什么？找出有关语句读一读。

出示句子：“我的糖葫芦糖蘸得均匀，越薄越见功夫，吃一
口让人叫好，蘸出的糖葫芦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潮，这叫万年
牢。”

a 、为什么叫万年牢？（板书：糖葫芦――万年牢）

b 、这种糖葫芦，父亲是怎么做出来的？

（读第二自然段，体会父亲十分讲究选料；读第三、四自然
段，体会父亲在制作糖葫芦中对蘸糖、甩糖风等每一个环节
都一丝不苟）

c 、小结：正是因为父亲做糖葫芦认真仔细，所以他的糖葫芦
才能经久不衰。

※第二处的万年牢指什么？小组讨论。

出示句子：“公平买卖走正道，顾客点头说声好，回头再来
这是宝，做生意讲实在是万年牢。”

a 、什么叫正道？（凭着良心做买卖）



b 、父亲是怎么走正道的？（抓住“不满意、看不下去、不听、
嫌、辞去工作”体会父亲生意认真实在）（板书：做生
意――万年牢）

※第三处的万年牢又指的是什么呢？全班讨论。

出示句子：“父亲教导我做万年牢，就是要做可靠的人，实
实在在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认真，讲究实在。”体
会父亲教导我做人要做可靠实在的人。（板书：做人――万
年牢）

※这三处的万年牢之间有什么联系？

启发学生懂得：这三处“万年牢”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万年牢的产品质量赢得了生意的万年牢，万年牢的生意靠的
是诚实、守信的“万年牢”的人品。

三处“万年牢”由做糖葫芦到做生意到做人，一环紧扣一环，
叙事清楚，很有条理。我们要学习这种按一定线索写事情的
写作方法。

四、感情朗读，深入体验

齐读课文，谈谈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对父
亲为人实在、做事认真的敬仰和赞美之情。）

五、拓展理解，体会情感

你是怎么理解父亲的做人的道理的？实际生活中的生意人都
是文中父亲那样吗？结合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板书：

万年牢



糖葫芦――万年牢

做生意――万年牢

做人――万年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