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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教学反思篇一

说实话这节课，我认为自己的状态不错，比较轻松自如，没
有忘记教学环节的现象，是我上了这么多古诗课以来，感到
最自信的一次，这归功于之前得到了语文组全体老师给我的
信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赖老师的建
议：动笔抄写环节，在学生理解、熟记之后，形成“学
习——记诵——书写”三步走。郑老师和庞老师给我提出了
要注意导入太长，可惜我上课的时候仍没有很好把握。廖老
师的在课堂上的`读书要体现层次性，最后升华成有感情的朗
读的建议。叶老师肯定我的这个教案内容丰富。胡老师建议
我朱熹的有关资料由查阅资料的学生向大家介绍会更好。我
最后一个环节是交流古诗句，胡老师和赖老师都建议我的
将“交流”改成“欣赏”更妥帖，因为最后的环节只是简单
了解，所以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发现用“欣赏”更好。姚老
师的通过诗眼来体会、感受情感。同时还可以创设情境，充
分利用之前的图片，让学生再一次走进春景当中。这样更容
易与诗人产生共鸣的建议等等。在此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提
出的这么多宝贵的意见。）使我的教案比较完善，很多我没
有想到和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们都给我提出了，我特别感
谢的智囊团。也因此这节课我的教学环节清晰，也能够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整个课堂的气氛还不错。

课前热身活动是积累有关春天的词语和诗句，然后非常自然



地导入新课，揭示了整节课的主题，奠定了课堂的情感基调，
共同突显“春”这一主题。

本课的教学，我意在培养孩子们的自学能力，让孩子们通过
各种方法理解古诗，不懂的通过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解决。
同时，结合插图，借助想象感受春天的美好。

得以升华。此时，他们对春的感受便如水到渠成。这一过程，
充实了诗句的内容，拉近了古诗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丰富了
古诗的意蕴。

但是上完课了，我感觉以下几点没有把握好，我认为出现问
题就得找到解决的方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一、导入时间太长了，看了这些美景能想到哪些诗句？学生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想，所以花费时间过多了，而我今后一定
要懂得把握尺度，时刻要记住导入是为这节课服务的，要精、
巧。

二、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的环节，我多次通过想象让学生联
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对诗句的内容进行补白。如我让学生想象
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学生将已有的对春天的认识，在
脑海中转变成一幅幅立体的、鲜活的画面，学生的朗读比较
有感情，但是我的困惑是如果我的引导还不能让学生读出感
情，像今天就有一两个学生读得很僵硬，我该怎么办？这是
我今后要多思考的。

有句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渴望大家给我提出更
过的意见，使我发现不足，尽快改进，使我进步更大，成长
更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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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爱家乡，也爱画家乡’。孩子们，你们想画画自己



的家乡吗？”“想——”孩子们拖长声音兴奋地说。

为了唤起孩子们对家乡重庆的印象，我开始给孩子们看收集
到的图片。首先我让孩子们看了解放碑。虽然这张图片流光
溢彩，可是由于解放碑和周围的高大建筑比起来实在过于渺
小，孩子们对它都没有什么记忆。以前没有印象没关系，我
相信通过这次图片刺激，下次孩子们去解放碑的时候一定会
留意它了。

读着桥的名字：“重庆朝天门大桥！大佛寺长江大
桥！……”一年级下册了，孩子们认识了不少字，一个个摇
头晃脑，小眼睛熠熠生辉，稚气中透着自信、快乐。

舒缓的下课乐曲响起来，上课的情形怎么也从脑海挥不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们这样的熟视无睹？难道正如诗人汪
国真所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即使没有风景，也不
应该看着繁茂的绿色海洋说雪山呀？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想
当然，我们教师还遭遇得少吗？孩子写做好事就是捡钱包，
写友谊就是好朋友不拿作业给自己抄，然后自己认识到错误，
承认错误，和好如初。

当语文课遭遇生活，似乎孩子们的生活就没了色彩，没了雨，
没了风，没了阳光。生活只是一个个凝冻的模型，冰冰凉凉
地矗立在孩子们的心头。怎样才能用阳光融掉那冰封的绿色，
还孩子一个鲜活的世界呢？其实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告诉过我
们，《语文课程标准》多次提到：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
文。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文呢？作为语文教
师，或许在识字教学上下的功夫要多一些，如让孩子通过看
广告识字，看商标识字……但深入地观察生活呢？深度地积
累生活呢？或许就做得少得多。孩子们这样麻木着自己，用
别人的生活来取代自己的生活，用别人的眼睛来指挥自己的
眼睛……这样下去，孩子会不会把别人的思想当成自己的思
想？如果那样，被冻僵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春天，而是孩子
们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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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的维吾尔》一篇浅显易懂的课文，怎样上出语文味来？
怎样更好地发挥学生自主性？

我深思着。

在教学中，在导入读题后，学生通读课文找到中心句，全文
都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的意思。“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
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用这一中心句牵起全文地
学习。

课文是怎样写出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过了十分钟后，学生进行展示交流。“一个停电的晚上，环
境恶劣，一个汉子还迎风引吭，体会到和田维吾尔人的豪气
与乐观，不由得惊奇而肃然起敬。”如果换作我们会怎样呢？
联系自己来谈，在对比中体验更深了。难怪说，读中心句。
这就是和田维吾尔人，继续交流展示。有趣的交流，有趣的
朗读感受到和田维吾尔人甜甜的生活。在小结处，在过渡处，
扣住中心句，朗读中心句，在读中一步步深化认识了和田人
的特点，文章的表达方法也自然而然领悟到。

牵一句而启全篇学习真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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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进度，我准备的是课文《画》的第一课时教学。在
这节课上，我将教学目标定位在指导小朋友初步了解课文，
重点指导同学读课文利用以前学习过的识字方法分类识记生
字和说反义词的练习。虽然，在课前我对于教学设计已经烂



熟于胸。在教学中我教态好，引用先进先进的教学理验，大
胆的创新。一节课下来的到了各位老师的好评。

但是在课上无论是我自身的教学，还是同学的课堂常规都曾
在这一些问题。

一、在课堂教学方面

１、课前对同学的学情估计缺乏：

在上个学习单元的《语文园地一》中，同学们就已经接触了
反义词的概念，并在课上进行了说反义词的练习。在这节课
上，我只是想将课后练习引入课堂教学，借助同学对课文内
容的初步理解，让学生在课文中找出反义词，然后顺学而导，
让学生进行说反义词的拓展练习。因此，在课上，我试图让
小朋友直接找出课文中的三组反义词，认为这一教学环节只
是引入练习的一个过渡，但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
的环节，同学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正确找出课文中
的反义词，甚至还有一个同学在课上随便地问出：“反义词
是什么东西？”这样的情况，是我在备课过程中没有预期的，
一时间我慌乱无策，没想到以前连练习都做过了，同学们说
出了远比书上更难的反义词，怎么偏偏在有老师来听课的情
况下，出这种状况呢？此时的我陷入了尴尬的局面，没有方
法只得重新引导学生回忆反义词的概念，然后又通过现场扮
演引导同学体会“近与远”、“来与去”、“有与无”之间
的相反意思。在课后的认真反思中，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其实
是完全可以防止的，只要是课上我引导学生从《语文园地一》
中的题目说起，引导学生先理解反义词的概念，再练习操作
就可以了。由此，我想到自身在备课过程中，过于注重教学
环节的设计，而忽略了学生的学情，没有一个紧急的预案，
才会被学生在课上弄得个措手不和，毫无防备。我想这就是
新课标中反复强调是“教师是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充沛尊重同
学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教学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２、在指导朗读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同学唱读的纠正：

由于刚刚接手一年级同学的朗读指导不清楚应该掌握到何种
程度，在以前的四年级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我比较重视纠正同
学的唱读现象，认为一年级的小同学只要将字音读准就好，
唱读也属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和时纠正。在听过了指导教师
的评课后，我认为自身对于同学的朗读要求过低，应在朗读
上对学生加以规范和指导。

二、在组织课堂方面

在这次讲课过程中，我深切地感觉到自身的组织课学能力急
需加强。看到自身班的同学在有老师听课的情况下，还是不
时地乱动、坐不住，站在讲台上的我，还要对其微笑提醒，
真是感觉力不从心、很是着急，但在着急之余我也在分析其
原因所在：

课上对学生的即时性评价，仅停留在口头褒扬阶段，实效性
不强：

在课上，看到有局部的学生坐不住，甚至有说话的现象，我
没有直接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做得好的小组和个人，但
评价的形式仅仅是口头评价，评价的语言仅仅是“现在某某
小组做得好”，如此而已。当时也有的同学出于集体荣誉感
也做好了，但是坚持的时间很短，不一会就又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了。其实，对于本班的同学，我在课下也采用小组评比
和发奖励贴纸的形式对同学的课堂表示给予评价和鼓励，只
是有老师来听课，我认为在课上给同学们发贴纸会耽误教学
时间，可能会完不成教学任务。但没想到，在课上反复提醒
同学们的课堂纪律和坐姿，指出个别同学的问题非但没有节
省时间，反而因此延误了许多教学时间，没有良好的课堂秩
序作保证，学生在课上学习得更加费劲，我讲起课来也觉得
力不从心了。因此，我想，低年级的课堂教学，即时性的评
价以和评价形式多样化至关重要，无论几年级的教学都要从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特征动身。

总之，对于低年级的语文课堂教学，我还有许多缺乏，还需
要向身边有经验的教师学习，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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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一、导言：

二、快速地浏览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再读课文，说说松鼠在“我”家做了哪些事？

四、再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可结合学生的自读，让
学生说说最喜欢其中的哪件事？并结合相关的语句说说自己
的体会。

五、再读感悟作者的表达方法，重点与上一篇区别开。同时
研究文中的侧面描写，即爸爸说的话和作者的议论。

六、最后想像松鼠跑到你家里你会怎么做？把你想到的写下
来。

第一点的设计让学生学会理性学习，运用已有的学习知识，
学习和感悟新篇章。

第二和第三点的设计是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概括能力。

第四点是勾画、批注。勾画、批注已成为高段学习的一种重
要的思考方式，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动笔，“不动笔不读书”。



在这一点的设计我还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体验。在交流时，
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感受松鼠的可爱、聪明、灵巧和作者对松
鼠的喜爱之情。在学生交流的过程同时，我还相继指导学生
读好、悟好有关的句子和段落。使感悟和朗读有机结合，读
体现悟，悟促进读。第五点和第六点是写的训练。

此环节的教学采用了先整体感知再深入感悟，最后写的训练，
做到了读写结合，此设计很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我感觉这
节课上的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