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六年级语文教学如果仅凭几十篇课文的精讲深挖、设计无数
的练习，由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水平，往往难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的确，课文只
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
融会贯通，灵活、高效地学，有趣有味地学。例如在学习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后，相机返顾或推荐《小珊迪》《小音
乐家杨科》等课文，引导学生把几个人物作横向比较，培养
学生读书思考、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
联的；还可以从作家的系列作品拓展，在学习小组里交流安
徒生这位“世界童话大王”的名作，花时少、收效高，关键
是培养了学生广读博览的兴趣；还可以进行读写知识的迁移，
在阅读教学中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新年的阳光照着
小女孩小小的尸体上，她的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火柴梗。
新年的街头热闹依旧，可怜的小女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他们的思维活动向纵深发展。由此，
教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求，让这一久远的童话故事与
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小女孩被奶奶紧紧地搂在怀里，
她俩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飞到那没有饥饿、寒冷、痛苦的
饿地方去了。她们向着光明和幸福飞去。看，那青青的芳草
地、活泼的孩子们把她们吸引住了，她们来到了，来到了你
们的中间。你会……，你会……，你会……。在这样的课堂
教学中，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学生
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培养。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课堂中，我不仅身体走下来了，心灵走下来了，全身心地融
入到了学生中间去。与学生一起交流，与学生一起活动，真
正充当了一个平等的合作者，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与学
生一起共建了一个快乐、和谐、发展的课堂氛围。

在现代教育中要重视赏识孩子，这是每个教师都明白的道理。
可是，在课堂上，教师能不能真正做到赏识每一个孩子，还
是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的。课堂上，我通过亲切的微笑、真
诚的鼓励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到课堂中，激发了孩子的
进取心。

孩子们表现得主动积极，课堂上出现了精彩的场面。“老师，
我想做小老师，带领大家学习第7、8自然段，可以吗？”在
听到车美焕同学的请求的那一刹那间，我的心充盈着无比的
喜悦，这不就是我一直渴求的让孩子做真正的课堂主人的一
个漂亮的回答吗？我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小车老师”流利
地朗读着、从容地交流着自己的读书感悟，自信地接受着同
学们的挑战，俨然一个“博学”的“小老师”。纪晓东、曲
靖威等同学也不甘示弱，大胆地质疑……是的，把赏识的目
光投向孩子，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他们会还给我们一片精彩！

40分钟转瞬即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我的心却怎么也轻
松不起来。我总觉得几天来自己一直陷入一场迷雾中。经过
几位导师的讲评，我的这份感觉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教学流程完成流畅，教学重点、难点得到解决，学生
积极配合，在讨论寓意在实际生活中的联系时，学生们都很
积极、投入，成为课堂的亮点。小结这节课的情况，有以下
几点。



1、疏通文意的环节一定要落实，这体现了文言文教学的关键。
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学习，可克服学生初学文言时的胆怯心理。
同时不可忽视教师的指导，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或直接告知，
或将问题抛给其他同学，总之有疑处，教师要及时点拨。对
文中重点要落实的`词语，尤其是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现象，
不需要给学生分类，但一定要学生结合上下文把意思讲对，
这也是为了学生积累文言词语，为以后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

2、在请学生用儿子和邻人的语气将“不筑，必将有盗。”这
句话告诉富人时，可以添上必要的动作或者称呼。只要老师
点拨到位，学生也会投入角色，用心理解，充分体会儿子、
邻人与富人的亲疏关系不同而导致了富人智子而疑邻的结果。

3、如果再上这一节课，一定要注重引导学生多读文言寓言很
有必要，既提高学生文言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又能积累很多
有益的成语。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园地教学是巩固一单元学习的综合教学，《语文园地一》
是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知识总结。本语文园地一共
涉及到了三方面的内容：即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日积月
累。第一部分“交流平台”旨在让学生对于读过的类似的文
章进行比较，取其相似，找出不同，增加学习的乐趣；“词
句段运用”这一板块意在让学生学会排比句和分号的用法，
体会排比修辞的好处，学会写作时什么时候会用分号；最后，
“日记月累”版块留给我们的是一首孟浩然的诗《过故人
庄》，增加学生们诗词的积累。通过教学，我有以下想分享
的内容：

通过教学，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在进行教学之前，为了使交流平台版块比较充实，我在课
前已要求学生查阅有关的书籍，搜集自己读过的相似的文章，



并告诉他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相关资料带来与同学们进
行分享，同学们因为之前有所准备，所以，我放开课堂，首
先让学生们分小组讨论自己看过的类似的书籍，并说一说自
己的发现，然后让组长做代表与全班同学一起讨论交流，同
学们兴趣盎然，都很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中。

2、同样，为了使排比句学习的顺利展开，我让学生们准备一
些自己学过的排比句，并观察它们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在大
屏幕上出示课本的排比句，让学生们总结排比句的特点，即
为三个或三个以上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
相同的词组成句子并排在一起，就叫作排比。同学们基本能
发现其特点，并纠正自己不正确的认知，形成正确的知识体
系。对于排比的修辞手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后，让同学
们练习写两个排比句，小组进行评判，更进一步地了解排比
的特点，学会判断排比和造排比句。

3、对于古诗的学习，先让学生自己朗读古诗，纠正学生的字
音，使学生能正确、有节奏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通过品
读、吟诵、想象画面等方式体会美的意境、美的情感、美的
语言，理解和积累诗句。

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成功的，现在把
成功的几方面总结如下：

1、课前的准备工作充足，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通过课前的准备工作，学生们都有材料可说，尤其是交流平
台中，同学们都积极地展示自己读过的书籍，并且热情地和
小组同学讨论，从讨论中获得了自己新的感悟，使同学们在
知识方面更上一层楼。

2、注重朗读，在读中感悟。

我引导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朗读。学生们通过个人读、小组



读、默读、集体读等等读书形式，尤其是古诗的学习，通过
各种读，让学生熟悉古诗的内容，自己解答诗的诗意，并让
学生回忆以前所学过的孟浩然的诗，总结起来，形成了体系
学习。

对于这一课的学习，我虽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但对课堂
时间的把握有很大的欠缺，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所搜集的
资料很多，有很多内容没有办法更好地融入课堂，另外三个
板块的衔接上不自然，板块语言之间衔接不流畅。

如果重上这节课的话，我会继续努力地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合理地把握时间，让孩子充
分地展示自己所想展示的内容，锤炼语言，使用精妙的语言
使语文园地的三个方面衔接起来，使得整个课堂学习起来更
加的轻松、有趣。

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3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化理性为感性，化静止抽象为生动形
象、富有表现力的'特殊功能，可一下子把“草原风情”——
草原上的精华景点场面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从视觉和听
觉上感受草原的美。使学生很快陶醉在大自然的景色美和音
乐美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坚持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个性化、开放
性阅读理解，而不是想着怎样将学生的认识以及对文本的理
解统一到自己的教学设计之中。比如在草原人民迎接远客部
分，我问学生：为什么把前来迎接的草原人民比作彩虹，学
生的回答就多种多样，只要是合理的我都予以了肯定，并鼓
励学生大胆想象，踊跃发言。接下来的问题是：蒙古族人民
见到原来的客人，为什么不下马交谈，而是立刻拨转马头？
学生们同样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我与学生共同评价，教



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求异思维
和发散思维，学生想象的内容丰富了，语言表达也更切合内
心实际了。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认为还有不
足的地方。存在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好。老师在二至五段的学习中
放手不够，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质疑、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

2、面对学生出色的表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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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枯燥无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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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穷人》是小学六年级语文第十二册的一篇课文，是俄国著
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当时，俄国劳动人民处于沙皇
的黑暗统治之下，生活极度贫困，但是他们心地善良、情操
高尚。课文记叙了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关心、同情邻居西蒙，
在西蒙死后毅然收养了她的两个孤儿的故事，反映了穷人淳
朴善良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作者通过桑娜一家
的生活反映了那一时期穷苦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美好的心
灵。

教学这一课，第一课时我主要让学生学习生字词；把握课文
主要内容，理清课文写字思路；并找出课文中的有关语句，



看看穷人“穷”。的主要体现，感悟沙皇统治下劳动人民的
苦难、悲惨生活。第二课时理解课文内容，通过课文有关语
句感受渔夫和桑娜的“富有”，感受渔夫夫妇的高尚品质；
根据课文内容，展开合理的想象，学习心理活动的描写方法。

教学流程：

一、直接导入。

二、通过朗读，回顾“贫穷”。

三、品味课文，感悟“富有”。（重点）

四、总结升华。

五、续写故事。

最初的教学思路并不清晰，在刘雅妮老师的指导下，才形成
了以上流程。由此我感受到老师们的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是
那么珍贵，那么必要。

在课堂教学中，我以“富有”为切入点，让学生读课文，找
出相关语句，感悟渔夫夫妇的`高尚品质。

1）走进桑娜，感悟富有——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吃苦，也
要帮助别人。主要通过桑娜的心理活动描写来品味，重点
词“忐忑不安”。

2）走近渔夫，感悟富有——淳朴善良，宁可自己吃苦，也要
帮助别人。主要通过渔夫的神态、语言描写来品味，重点
词“熬”。

3）品读结尾，再次体会人物品质。

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感情朗读。



课堂小结后，情感升华，对学生进行做“人”教育——勤劳，
善良，乐于助人。

课上，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突出重点，后师生交流感悟，
再有感情朗读回味，让学生真切感受穷人生活的穷困和精神
的富有。学生们一直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理解，收获。

美中不足的是，课堂前松后紧，教学语言不够简练，教学环
节有些拖沓，时间分配不够好，导致续写这一环节没有展开，
仅留为作业处理。今后要继续提高课堂调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