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通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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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一

本学期我担任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不知不觉一个学期已经
过去，回首过去的日子，反思这一学期的教学经历，也有一
些收获和问题。在反复研读《课程标准》的过程中，我有所
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有很大的收获。

我尝试借鉴了以下几个做法，发现效果还挺好的。

1、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
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
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教学当中的“情”犹如教与学双边
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师的点拨下进入
课文佳境。语文课堂上，把肢体运作学习活动和语文学科联
系起来，让学生搭一搭、动一动、演一演、说一说，将使学
生觉得学习语文也是容易的事。在语文教学中，我一方面利
用生活中的实际事例进行讲解，化难为易。另一方面大胆的
运用肢体语言，形象而又夸张的进行表演，从而让学生既觉
得活泼，又变得生动。学生不仅兴致盎然，而且也容易掌握。

2、爱因斯坦认为 “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问题的发现和提出，经常意味着一个新领域的开辟 ” 。
在语文教学中，老师可以提些问题，如：学了这篇课文，你
有什么收获？懂得了什么？你会怎么做？让学生联系自身回
答问题，同时让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智力得到了培养。

3、“以人为本”，这是新课程教育思想的体现。教师应根据
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学
前，进行教学设计反思，提高教学预测能力和设计能力。教
学中，进行教学行为反思，提高教学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
教学后，针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总结反思，提高教学评价能
力和总结能力。我在备课时认真钻研教材，熟悉课程标准后，
再换个角度想，如果我是学生我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
新内容。想出几个方案，在课堂上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来选
择不同的教法。把宝贵的课堂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在自主
学习的广阔天地里，享受阳光，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在
不知不觉中完成教学目标。

4有人说语文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语文老师，要
想在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效果，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也是很
重要的。如把语文教学与各学科融合起来，如在音乐课中，
让学生记一记自己是怎样学习歌曲、舞蹈以及当时的心情。
在美术课中写一写自己是怎样画出一幅幅优美的图画的，及
看到自己画的感受。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教学工作苦乐相伴，将本着“勤学、
善思、实干”的准则，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工作搞好。
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位教师“润物细无声”的内涵，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品质，张扬他们的个性，和他们
一起茁壮成长。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二

在本课中，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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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理想象。使学生进一步领悟到主人公美
好心灵，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体现。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
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要提高阅读教学效率，重
在优化阅读教学过程。

一、突出主体，注重层次

突出主体性，把课堂教学的过程变成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已
学习的过程，本案例的整个教学过程力求让学生全员参与，
全程参与，力求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俗学习，自得学习”，
注重层次性，即“引导学生一层深一层地理解课文。”例如
在教学1～2节时，让学生找出描写“穷”的语句，再找出你
是从哪个词中感受到的，然后指导朗读，读出家里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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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语言和精神统一观

教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没有丢开课文语言搞腾云驾雾式的
内容分析，也没有脱离内容搞支离破碎的语言训练，而是有
机地把两者统一起来，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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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虽穷但心不穷。这样，词义的内涵拓展了，学生的精神空
间扩大了，看问题的视野也开阔了。

三、朗读训练，读出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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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的教学中，教师努力创设一个民主、平等、宽松、
和谐的教学气氛，充分让学生自读，比赛读，评读。通过自
己的情感体验，说出感受，读出感受，有的说怕丈夫回来，
要读得非常紧张，有的说怕丈夫回来责怪，要读得害怕、担
心……教学中教师大胆放手让学生读，使学生从读中体会到
桑娜的善良，达到情感陶治，教师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地
发表自己的见解，体现了审美价值的个性化。

尊重个性就是尊重生命，在阅读教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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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三

优化的语文课堂教学，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活”。语文
课堂教学的“活”，需要灵活的教师引导，鲜活的学生思维，
活跃的课堂气氛。 可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
我觉得要使课堂气氛”活”起来,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
方面是我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十分欠缺的地方。

首先，教师的教学活，带动的必然结果是学生学法活。教师
教的不只是把结论告诉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探究结论。给
学生多点拨，多直观，多启发，多鼓励；让学生多思考，多
动手，多动口，老师在课堂中应引导学生创新学习，鼓励他
们的批判精神，允许他们标新立异。

其次运用灵活、恰当的教学手段将教材所设置的情境生动、
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在教学中经常利用多媒
体,化静为动，化无声为有声的，调动学生各种感官，把学生
自然而然地带入特定情境。充分利用多媒体上课，给学生耳
目一新的感觉的，学生能很快全面熟悉文章内容，并且能顺
利解决课文有关问题，准确把握知识要点。



语文课堂教学必须注重发挥学生的思维功能的，鲜活的思维
是优化语文课的核心。在教学操作中，有经验的教师在灵活
引导的同时，十分注重鼓励学生的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发
散思维、聚合思维、直觉思维、想象思维的并用，并力求异
新，自觉地让学生尝试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去解决问题，培养
思维的灵活性。鲜活的学生思维是智慧激荡的摇篮。我在教
学中从不随意打断学生的提问和回答，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望。

当然，在实施活化课堂教学活动中，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二是
要对学生的活动多加肯定，表扬。希望我能在以后的教学中
有所改进，查漏补缺，师生互动，使课堂气氛活起来，努力
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四

《送行》是李叔同先生20多岁时在日本留学时所作。全词紧
扣主题，营造了让人迷醉的意境，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

首先想到了创设情境，不过在诗词教学中尽可能从诗词的角
度去营造氛围，于是想到了李白送别孟浩然，留下孤帆远影；
王维送别好友，劝君更尽一杯酒；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试图通过这些诗词句的调用引导学生进
入一种诗词的境界，顺其自然进入到本词的教学中。个人认
为比较好的引导了学生，不过由于本人在朗诵表演等方面才
能欠缺，未能通过声情并茂的述说达到预设的效果。

接下来疏通词句，整体感知词的大意。引导学生去读，读准
确、读通顺，注意诗歌的停顿、大致了解诗歌的内容。因为
字面意思并不复杂，因此在此处我主要设置了几个问题：诗
人在什么地方送别了自己的亲友？长亭是什么地方？什么是
古道？诗人站在长亭古道，想着亲友就要离家万里，他的心
情如何？其实此处一方面在疏通字句，一方面通过朗读、理



解字句，来领悟心情。至于学生能够领悟多少，那得看学生
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说体验，所以此处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的
想自己生活中的经历，以引起共鸣。

相较而言，第二节更直接，因此引导学生抓住直接抒发情感
的句子，来诵读来理解来感悟。抓住句子“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抓住词语
“尽”、“浊”，“寒”来细读词。

第一小节主要引导学生抓住景物来感受别情，进而领会写法。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五

说实话，本人对这句话并不特别欣赏，尤其是在听了几次课
以后。我看到曾有老师在学生连课文都没读通顺的情况下就
急于抛出这么一个大问题“你读懂了什么？”于是学生一时
僵在那里，似乎在冥思苦想、搜肠刮肚……老师见学生实在
太安静，心急地又问：“你们到底读懂了什么呢？来，先同
桌讨论交流一下。”于是学生中才开始有些嘀嘀咕咕的声
音……到了全班交流的时间了，小手陆陆续续举了起来，你
说，我说，他说，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回答后，老师的
神情也显得挺满意，似乎让学生自主探究这一目标已达成了。
其实，作为旁听者，只要你仔细去听，再把学生说的内容连
起来整理一下，就会发现，学生刚才回答的内容重复很多，
浮在字面表层理解的很多，而真正体现学生个体思维，有独
特见地，较深刻内涵的精彩回答却是“难以寻觅”。我不知
别的老师们怎么想，至少我觉得这样的语文阅读教学显得太
单调，太苍白，如果语文阅读教学真是问那么几个“你读懂
了什么？”的问题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岂不是太容易了。

我时常在反思，语文阅读教学搞得热热闹闹，但有一个基本
的问题是只否被一些老师搞错了，那就是阅读教学最主要教
什么？我们在不断地问学生“你读懂了什么？”的时候是否
也应该好好问自己“我教给你什么”。是啊！教师，教师，



首先要对自己的教学任务明明白白———“我教给你什么”，
几度深思后，我觉得以下几方面是相当重要的。（下面结合
几个典型教学片断进行反思）

片断一：

师：今天我们学习两首古诗，一首李白的，一首杜甫的。通
过课外查阅资料，你们对这两位诗人有了哪些了解（注意了
课内外结合，教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学会这两首古诗。）

生：杜甫被人们称为“诗圣”。

师：李白呢

生：李白被称为“诗仙”。

师：人们对他们的诗篇喜爱之极，所以给他们这样的称号。
还知道别的吗？

生：我知道李白多少岁死的……（众人笑）

师：应该说病逝。

生：李白是61岁病逝的。

师：虽然只活了六十多岁，却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还了
解些什么？

生：我知道李白写了九百多首诗。

师：流传至今的大约有九百九十多首。知道杜甫吗？

生：杜甫一生不得意。

……



反思一：教活经典

古诗是中华文学的经典。所谓的经典，应该是能经得住时间
和空间变化，经得住意识形态变换考验的，是人类与本民族
文化的精华、人类精神文明的凝聚点。引导学生从经典阅读
入手，可以培育其高尚的审美情趣，从人生一开始就占据精
神的制高点。经典阅读会影响学生终身的学习和精神的发展，
但经典的阅读对学生或许有一定的困难，需要教师的扶助，
其实这也正是阅读教学的意义所在。从本片断中反映出执教
者已打破了传统的古诗教学模式，他不再是一味强化学生对
诗意囫囵吞枣的掌握，而是注意了课内外结合，从课内延伸
到课外，初步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如，课前，
让学生查阅有关李白、杜甫两位诗人的资料；课后，收集两
位诗人的其他诗篇，使学生由此及彼，不局限于一节课、一
本书，从而扩大学生信息量的交流。这样做，可充分发挥语
文课本为工具书的作用，不仅加大了教学密度，而且进一步
激发了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现阶段，
小学语文的选文不够精美，即使选择一些名家作品也多有简
化和改动，改动的原因是为了小学生更好理解。但是许多改
变的文章失去了原文的灵韵，所以教师一定要抓住那些精美
的经典文章，引导学生在课外积极利用网络、书籍等途径走
近名家作品，体味原汁原味，搜集精美句段，然后在课堂上
结合教材深入探讨，交流体会各自的思维成果，提升学生的
文学素养。

片断二：

师：骆驼和羊都不认输，此时，如果你在场，你会怎样想，
怎样做呢？

生：假如我在场，我会劝他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
要互相谦让。

生：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互相谦让的事，应想办法弄清楚到底



谁输谁赢。

师：噢！看来要平息这场争论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呢。谁还
有什么妙计吗？

生：我认为骆驼和羊都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遇到对手，不
甘落后，所以我会夸奖他们。

生：我会先表扬他们，再帮他们找到各自的错误。

反思二：教会辩正

这一教学片断重视对课文重点句子的理解的同时，又注重了
对育人道理的渗透。教师积极创设教学情境，让孩子们真正
走进课堂，把自己化作课文内容的一分子，想象自己处于现
场谈感想。这给学生创设了一个民主、宽松的学习氛围，他
们在理解课文所蕴涵的道理时，各抒己见，课堂气氛活跃、
民主，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在其间适时引导、适时点
拨，通过师生的积极交往互动既促进了教学的发展，又避免
了教师空洞直白的讲述，使学生从自主参与学习中主动感悟
了文章蕴含的道理，培养了学生运用正确的道德观分析课文
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从小学会辩正看问题的能力。

片断三：

师：出示句子：“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
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同人民的
心—齐欢跃起来。”大家细细读读《开国大典》里的这段话，
休会体会句子意思，想一想：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
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了哪些地方，在你面前出现了什么
样的情景？（生自读、体会、想象）

师：谁把这句话读—读，其他人一边听一边闭目想象，在你
眼前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指名朗读句子，其他人闭目想



象）

师：谁说说，这宣告、这声音传到了什么地方？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

生：这声音传到城市，大街小巷彩旗飞扬，男女老少欢天喜
地，大家敲着锣，打着鼓，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欢庆人民的
解放。

生：这声音传到农村，田间地头，村前村后，到处锣鼓喧天，
人们都拥出家门，欢呼着，高喊着，一个个激动万分，不少
人高兴得热泪盈眶。

生：这声音传到学校，大家拿着鲜花，挥着彩带，放着鞭炮，
唱啊，跳啊，喊啊好像要让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

生：这声音传到了刘胡兰的家乡，大家一下子拥到了刘胡兰
的家里，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她的爸爸、妈妈。她
爸爸、妈妈来到了刘胡兰的遗像前，喃喃地说：“胡兰子啊，
你听到了吗？你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终于有了出头
的日了啦！”

（其他学生发言略）

反思三：教会联想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迎来了新生，此时此
刻，人们脸上的兴奋，人们心中的激动，是再怎样描述也不
过分的。但是学生仅仅从作者提供的句子，还是难以深切感
受的。

但从上述片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对人们无比激动、无比
高兴的感悟是深刻的、形象的、真切的。这是为什么呢？主
要原因就是教者抓住了课文中集中表达人物情感的重点句子，



借助想象，显化形象，物化情感，从而使学生借助形象的画
面，深刻地感受了蕴涵在语言文字中的丰富情感。想象是思
维的一种特殊形式。想象的过程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艺
术的语言说，就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
万里”的功夫。语言描述的形象本身没有直接可感性，必须
借助想象和联想来实现，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没有想象
与联想、也就没有语言的感悟。儿童认识长于感性，侧重于
形象思维。小学生阅读最感兴趣的是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形象，
那美妙的景色、丰满的人物、真切的事物，能最大限度地调
动他们的各种感官。可见，在阅读教学中，可引导凭借联想，
借助想象、还原语言描述的形象，补充语言潜在的形象，延
伸语言相关的形象，使学生产生丰富而真切的心理视像，通
过对语言的感受，体验，形成对语言的感性认识，并进入语
言的形象中去观察，去倾听，去触摸，去感知，去领悟，以
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客的“直观”感知。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
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齐欢跃起来。
”是《开国大典》中的重点句子，它集中表现了获得了新生
的中国人民无比激动、无比欢乐的思想感情。这句话蕴涵着
极其丰富的形象，但其形象是隐含的、潜藏的，如果不引导
透过语言文字去展开想象，创造形象，那蕴涵于其中的思想
感情学生就难以得到具体的感知和深切的感受，正因为如此，
教者要求学生一边听读，一边闭目想象，睁大灵动的眼睛，
到语言文字中去看。这样，在学生眼前，语言文字就不是简
单的语言符号，而是丰富的语言形象：城市里“大街小巷彩
旗飞扬，男女老少欢天喜地”；农村中，“田间地头，村前
村后，到处锣鼓喧天”，“个个激动万分”；学校里，人
们“挥着彩带，放着鞭炮”；刘胡兰的爸爸妈妈“泪流满面。
激动万分”……这些形象，包含看学生对语言意义的溶解，
对语言情感的感悟，语言内涵的体悟。这样引导，能充分调
动学生知识和形象的原始积累，并在与新的知识进行重构、
重组及与学生语言、学生情感产生碰撞中促使学生进行新的
探索，创造新的形象，从而使句子的内涵变成具体的形象在



眼前显现，化作了真切的情感在心中涌动。

可见，对一些蕴涵丰富形象的词句，可设法激活学生头脑中
储存的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表象。使语言与活性的形象建立起
联系，使语言在鲜活的形象嫁接中获得生命活力。这样，当
学生凭着作品语言，跨越广袤空间去神游时，作品就成了学
生心中美丽的画卷了。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六

一次考试结束了，又一次考试迎来了。在忐忑不安与紧张中
写完了试卷。拿到试卷，看到了那通红的分数。我什么也说
不出来，只明白，这一次真的很差劲!

翻开试卷，一个个刺眼的红叉叉，红圈圈映入眼帘，再看看
错了的题目，“山岛竦峙”睁着大眼却写成了“山‘鸟’竦
峙”，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最终一个阅读题下有一个“6分”
的题目居然没看见!除了沉默，我不明白还能做些什么!

考试之前还装了满满一肚子的自信，此刻却被这刺眼的分数
打到海底，很深，很深……看到这分数，我的眼泪就这么不
争气的落下来;哭过之后，我沉默了，之后陷入沉思：每次都
是这样，每次考得不好时都是哭哭啼啼，哭的一塌糊涂之后
再怨天尤人，其实这种后果不都是自我造成的。一份耕耘就
有一份收获没有辛勤的耕耘哪来的收获平常只是囫囵吞枣的
学，之后对自我期望这么高，还不是自我造成的!

只是说想赶上这个，想赶上那个，别人都在提高，仅有我在
不断后退，只能说自我不求上进罢了——可是，我何尝不想
考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啊!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七

学习《氓》，学生首先遇到的是文字关。



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文字，依据《说文解字》和《汉语大字
典》，从分析最初造字的字形入手，找出汉字形与意的联系，
应是掌握汉字的科学有效的方法。

单纯掌握汉字，难免有割裂诗歌内容之嫌。再者，不分主次
又容易偏离学习目标。所以，要精选汉字，并以此为线索，
联系课文，分析人物，挖掘根源，进行思想教育，实现德育、
智育的双重目标。

重点汉字有：氓、蚩、愆、耽、筮、咎、咥、爱。

氓，《说文》：“氓，民也。”民，“众萌也。”萌，
同“氓”。“氓”“民”互训。民，甲骨文作“ ”。郭沫若
《甲骨文研究》说，“周代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
之。”“周人初以敌囚为平民，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由
此可知，氓是奴隶，是庶民。

因此，氓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经济条件是恶劣的。这样的
家庭条件，曾经与氓有着“总角之宴的女主人公不可能不了
解，未来艰难的家庭生活，即使在氓的信誓旦旦中而耽兮的
她不可能不有所预料，然而，她仍然痴心不改。——多么善
良、多么单纯的姑娘啊！然而，就是这样的姑娘，竟然遭到
了氓的遗弃！”氓啊，你这个可鄙可憎的小人！

那么，这个小人是如何得逞的呢？我们来看：

“蚩”。《说文》“蚩，虫也。”虫，古代是对一切动物的
通称。人像虫一样，比喻义为“忠厚老实”。“蚩蚩”，写
出了氓的忠厚老实。——氓在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是那么的
傻得可爱呀！正是他的忠厚之貌，使我引为终身的依靠。造
成我终身的痛苦。这就告戒年轻的人们，要睁开你的慧眼呀，
婚姻大事，不可草率呀！

就女主人公而言，是不是只有氓的忠厚之貌蒙蔽了她呢？



“愆”《说文》：“愆，过也。”甲骨文字型的意思是，一
个人，在交覆深屋下，躲在草丛中，把良心踩在了脚
下。——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罪过吗？犯了错就要失掉、错过
一些好机会，故可引申为“失掉错过”，错过了就要再等一
等，所以又可引申为“拖延”。愆期，即拖延时间。但她陷
得太深了，在爱河中，她迷失了自己了！这就是“耽”。

“筮”和“咎”。“筮”《一切经音义》中说，“筮者，揲
蓍取卦，折竹为爻。”甲骨文取一女巫拿竹两袖展开成舞形，
很显然是占卜问卦。“咎”，《说文》：“灾也。”甲骨文
字型取“人各行其是”之意。人各行其是，非灾而何？联系
起来，可以想见，氓请来一个女巫，锣鼓声中跳起了大神，
一番祷告之后，求得大吉大利的上上签，巧舌如簧之
下，“以耳车来，以我贿迁”，诱使我上了当，——是女巫
与氓合伙把我骗了呀，至此，除去女主人公自身的原因外，
造成悲剧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氓这个感情
骗子的蒙蔽；二是女巫的推波助澜，为虎作伥。

女主人公相信了，她的生活就陷入了痛苦之中，离婚以后也
受到了兄弟们的“咥”笑。

“咥”，大笑也。口大得到了不能再张的程度，笑得是多么
欢畅啊！“我”遭遗弃之后，整天生活在兄弟们的咥笑之中。
这一切，都是那个负心汉造成的。顺便问一句，你们知道那
个氓姓什么吗？我敢说，他姓陈，要不后世怎么有了陈世美
了呢？“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你违背誓言，不念旧情，
我又何必为你痛苦呢？“亦以焉哉”还是算了吧！

“爱”就要有一个正确的爱情观。从“愛”到“爱”的形体
演变，就传达出一种正确的爱情观。

愛，从字型上看，是一只手伸过去，把覆盖物拿去，然后取
走心。爱一个人，不就是相当于自己的心被别人拿走了吗？
但这种拿，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个人伸出手来，强行把对方



的心拿走，占有对方的爱；一是一个人主动把自己的心捧出
来，奉上自己的爱，不管对方接受不接受。两种爱都不是健
康的。前者是剥削阶级的爱，后者是带有一点自虐性质的爱，
即常说的“单相思”。应破除旧“愛”，树立新“爱”。去掉
“心”而改为“一”。一即“专一纯正”。就爱而言，如果
用手掀开重重覆盖之后，得到的是纯正专一的感情，这不正
是真爱的应有之意吗？——从感情风波中走出来的我将勇敢
地面对新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八

《掌声》这篇课文讲述了身患残疾而忧郁自卑的英子上台演
讲时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在掌声的激励下，她鼓起生
活的勇气，走出了困境，打开了向往完美生活的心扉，变得
乐观开朗的故事。它是以英子性格的变化为主线贯穿全文的，
而重心则落在两次“掌声”上。我的教学过程突出了两次掌
声和英子性格的变化。

一、借助朗读，走近自卑的英子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感情朗读是进行情感体验
的重要途径。课堂上，我经过让学生读书生疑，读书求解，
读书品味，努力把语言训练落到实处。我引导学生在深入理
解后，融会自我的情感入情入境，有感情地朗读。

在体会掌声前的英子时，我主要抓了三个句子

1、因为她得过小儿麻痹症，腿脚落下了残疾，不愿意让别人
看见她走路的姿势。

2、她很文静，总是默默地坐在教室的一角。

3、上课前，她早早地就来到教室，下课后，她又总是最终一
个离开。



我以提示性语言引导学生多元体会英子是个怎样的女
孩：“我刚刚好像强调了一个词(总是，默默，早早地，最
终)，你能再读一遍吗?”，“”你能感受到英子的心境
吗?，“你能用朗读来表现吗?”

同学们的答案很丰富，能够从中感受到这是一个文静的女孩，
一个可怜的女孩，一个孤单的女孩，一个自卑(忧郁、沉默、
难过、害怕、不自信)的女孩等等。

二、读说悟写，聚焦两次掌声

我首先让学生默读课文，找出两句直接写掌声的句子，然后
依次学习有关两次掌声的资料，感受英子在掌声响起的前后
内心的变化。

教学有关第一次掌声的资料时，我提出问题“为什么会响起
这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呢?这掌声代表什么呢?”，并解读句
子“小英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慢吞吞地站起来。我们注意到，
小英的眼圈儿红了”的。抓住“犹豫”、“慢吞吞”、“眼
圈儿红了”反复体会到小英的内心是多么痛苦、无奈、挣扎，
从而体会英子最终“一摇一晃地“走上讲台是多么不容易啊!
之后在此基础上我做了精心引读：所以就在英子刚刚站定的
那一刻，教室里(女生之后读)骤然间响起了掌声，那掌声热
烈而持久;就在英子忐忑不安的那一刻，教室里(男生之后读)
骤然间响起了掌声，那掌声热烈而持久”;就在英子最需要鼓
励的那一刻，教室里(齐读)骤然间响起了掌声，那掌声热烈
而持久。而后立刻进行了主角转换：如果你是英子的同学，
你想在这掌声中对英子说些什么呢?真正做到在读中感知，在
读中体味，在课堂上，很好地突破教学重难点。

#语文掌声教学反思范文五#

打开语文课本，《掌声》跃入眼帘。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文
章。它以其细腻生动的文笔讲述了一个身患残疾而忧郁自卑



的小女孩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上台演讲，在同学们掌声的激励
下鼓起生活的勇气变得乐观开朗的故事。

刚读完课文我就被这个短小的故事深深感动，也被小英那戏
剧性的生活经历所吸引。但感动之余，心底也冒出了不少疑
问。这堂课我的教学目标到底该是什么?是让学生理解掌声的
深刻含义，还是让学生了解掌声所具有的魔幻般的作用。反
复品读课文后我突然感悟，这掌声其实只是孩子们当时内心
涌动情感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而已，也许在当时有些孩子是
因为同情而鼓掌，有些孩子是因为想鼓励小英而鼓掌，有些
孩子只是被大伙所带动而鼓掌。在鼓掌的同时，孩子们的内
心仅有情感在涌动，并没有思维在深化。于是我决定带领孩
子们透过那朴实的话语，走进课文，去体会小英情感的变化，
去感受掌声在小英的一生中所起的“化学反应，”去领悟掌
声对于一些正遭遇困境的人所具有的起死回生的魔力。

确定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我的教学思路也一下子清晰了不少。
课文是以小英的感情变化为主线贯穿全文的，所以在教学时
我也就借助了“小英自卑——自信”这一情感主线让学生经
过学习相关资料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在教学中我
注意以下方面：

一、情境谈话，拉近人文

上课一开始，我先以贴近学生生活的话语(童年是七彩的，梦
幻的。你的童年充满着怎样的梦想呢?)导入新课，以激起学
生学习情趣。这一导入不仅仅挑起了孩子们说话的欲望，也
为下文体会小英的童年悲苦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从
而为他们更快地进入主角打下伏笔。

二、加强阅读教学，放手学生自读自悟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学本课时，我给了学生充足的
读书思考的时间，就让他们抓住描述主要人物的神态、动作



的几段话，去体会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课堂上同一句话，因
为阅读者不一样，所以产生的体悟也各不相同。充足的阅读
时间让孩子们对小英这一人物的了解了个透彻也，让我真实
地感受到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全班
的交流中，大家各抒己见，把一个心理自卑地尽乎变态的可
怜的小英活生生的摆到了大家的眼前。

三、朗读教学重视学生情感体验，让其融入文章主角。

“听、说、读、写”，朗读一向是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也十
分受人重视的一种基本本事。没了读语文就不能称其为语文。
可怎样才能不露痕迹的指导学生进行感情朗读呢?这一向是此
刻所有语文教师头疼的一大难事。指导的太露骨，别人说你
技巧性太强，指导得太含蓄，学生又领悟不了。为此在这堂
课的教学中，我便尝试着让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把自
我当成故事中的人物去进行朗读。为了到达这种“不捅就
破”的境界，在指导朗读时，我也做了层层铺垫。例如指导
朗读：“。”这一个句子时，我并没有直接让学生说说这时
小英的心境如何?我们在朗读时要读出什么感情来。而是顺着
学生的思维一点一点的启发。如此时此刻，我们仿佛能看到，
这时低着头的小英脸上是一副什么模样?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呢?经过这样一步一步把读者推进小英的内心世界，来进行感
情朗读。事实证明当学生真正走进了小英的内心，教师不做
任何环节上的加工、处理，他也能读出你想要得到的效果来。

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学习到“透过掌声我们仿佛能听到、看到什么”时，我有
目的地渗透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意识，加强对阅读方法的
指导，鼓励学生提出富有个性化的独特的理解。

五、拓展延伸，升华文本内函

在理解好课文后，我又让学生把掌声化做语言送给身边最需



要掌声的朋友。这样，无疑升华了课文的内函：既要珍惜别
人的“掌声”，又要不惜奉献自我的“掌声”。

总之，这一堂课我并没有在理解“掌声”的含义上下多少工
夫，也没有在研究孩子们为什么会送掌声给小英上费时间。
因为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掌声”本身，而应当是它背后的
力量。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九

当我看着书中的图，刚要开口讲课时，突然一种灵感闯入脑
海。于是我放弃了已准备好的教案，随着自己的灵感一路走
下来，没想到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把aoe三幅图用一个故事穿连起来：一天早晨，一个小姑娘
把自己打扮的非常漂亮，她沿着小路来到小河边，当她看到
绿绿的草，清清的小河，心中突然感觉特别舒畅，于是就张
开嘴巴唱起歌来：1351——aaaa。小姑娘清脆的歌声把大公鸡
也吸引来了，大公鸡一点也不示弱，它也张大嘴巴跟小姑娘
比赛：oooo。它们俩越唱越高兴，结果他们的歌声又把一只大
白鹅惊动了，大白鹅顺着他们的歌声一摇一摆地来到河边，
看着清清的水，不由自主地跳进水中，当它一低头看见了自
己美丽的影子，也跟着高兴地唱起来eeee。小朋友，你们想跟
他们做朋友吗？那就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唱起来吧。

一个有趣的故事把学生带入到课文之中，学生兴趣高涨跟着
反复读起来。

三个字母学生都认识，读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四声的读法对
学生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前面有故事做了引子，再加上
学生的学习兴趣那样浓厚，也激起了我的热情，在学习四声
时，我又把学生带入了另一个高潮。

同学们，我们已经和小姑娘、大公鸡、大白鹅交上朋友了，



可是他们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让你们开车拉着他
们去游玩，你们愿意吗？学生也热情再起，大声喊到：“愿
意。”（出示四声的小车行走课件）“好，那就让我们开着
车拉着他们上路吧。不过车子太小，一次只能拉一个，所以
我们先请小姑娘坐上来。”“你们准备好了吗？小姑娘可是
有要求的，一定要按照她指定的路线来开车。”在学生打着
手势反复读后，我又说：“你们的车开得真好，小姑娘玩得
真开心。看这边的大公鸡已经等不及了，那就让我们再拉上
大公鸡去玩一玩吧。”这样把四声基本读得过关了，我又提
出了新的要求：“小姑娘、大公鸡、大白鹅刚才玩得太高兴
了，可是他们又变出了新的花样，要给你们增加一点难度，
开车时要按他们的要求，随时变换路线，你们能做到吗？”
有了难度，就有了挑战性，学生也就更有了激情。我二声、
四声比较着读，三声、一声区别着读，四个声调反反复复地
练习着，学生一点也没有厌倦之感。全班的孩子都带着一种
高涨的，激动的情绪愉悦地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语文教学课堂反思篇十

今天在学校组织的第一轮教研活动中，我执教的是苏教版第
十一册语文《爱之链》的第一课时，我改变了平常从理解字
词到理清文章脉络的教法，而是直奔课文内容，通过三次深
入的解读课文，学生获得了许多真实的体悟。孩子们显得异
常的投入和激动，课堂洋溢着浓浓的爱心与真情。

课一开始，我就以一篇课文《爱如茉莉》。”开始引入，引
导学生：“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看到这个爱字，你能说说
生活中的爱吗？教室里很多学生跃跃欲试，我鼓励他们将生
活中发生的爱的故事讲出来。有的同学说由这个爱字我想到
了我的妈妈，平时为了家不停地忙碌的情景。”“我想到了
全社会为四川灾区人们献爱心的举动。”——孩子们的发言
格外踊跃。紧接着我又将“链”字板书在黑板上，问
道：“由这两个字，你又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这条链
子是用爱连接起来的。”教学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



第一遍读课文，我鼓励孩子们在读通课文的前提下思考：这
条爱之链是由哪些人连接起来的？孩子们开始专注地读起来，
不时的在书上圈圈画画。读通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这并非
难事，因为课前孩子们都已经进行了适当的预习。然而孩子
们却很少会在读书的时候思考一些问题？不大一会儿，孩子
们纷纷举起手来。学生异口同声地说道：“乔伊、老妇人、
女店主。”我乘机将这三个人板书在黑板上，并问道：“那
么又是什么事让这些人联系在了一起呢？你能将这条爱之链
用示意图表示出来吗？”

第二遍读课文开始了，这一遍读课文与第一遍有些不同，教
室里没有朗朗的书声，更多的是孩子们的静思默想和圈画批
注。然后再来交流，一些学生的表现赢得了全班阵阵掌声。
课文的脉络就这样在读读、画画、说说中，很轻松自然地掌
握了。

这时，为了渲染气氛，我为孩子们播放了一曲《爱的奉献》，
孩子们说着，听着，想像着，思考着，他们俨然进入到了课
文的情境中，成为了故事中的主人公，抑或来到了某一灾区
的摹捐现场，正向灾区的人民奉献着自己爱心。爱的潮水在
课堂上轻轻的流淌，从课本上，流到了孩子的眼睛中，流进
了孩子的心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