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
时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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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针对教材“我的视角”冬冬的话，课堂上我提出问题，你同
意冬冬的观点吗？依次来测试同学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全班同学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归纳为：两次“正视”表面
意思是说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不躲避，不敷衍，深层
含义是说学生有了敢于质疑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坦荡与毅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怀特森老师虽然只教“我们”科学课，
但却使“我们”所有的学习活动乃至学习习惯、生活习惯都
发生了变化。同学的发言精彩极了。这堂课不仅学生收获多，
老师也收益多。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它叙述了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运用“故弄玄虚策略”，教会
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学生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又独具一格的老师形象。文章安排材料的方法与学生
常见的文章有所不同：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描写人物，
是本文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文中既有对怀特森老师的语言、
动作、神态的正面描写，也有对“我”的心理活动、怀特森
老师教育效果的侧面描写。二者相互结合，怀特森老师特点
就更加鲜明突出了。能够结合正侧面描写来了解人物的特点
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体会这种侧面描写的作用是本文的教学
难点。



实施新课标以来，大家越来越感受到“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方式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学校也力
争走在改革的.前列，正如火如荼地掀起学生自学狂潮，这不，
语文导学案设计就是以培养学生自学为目的的自学模式。

上课伊始，我按照导学案设计的内容逐条进行展示汇报，第
一节课结束，课堂气氛沉郁、学生思维僵化，我的心情也很
郁闷。为什么精心设计的预案，学生在展示时没有了活力，
没有情趣。原来上课时那涌动的生命的张力，那一个个火花
的迸发消失的无影无踪。我想是导学案出现了问题，还是上
课出现了问题。

经过我的深思，我觉得原因还在于课堂上老师的调控能力。
语文课如果仅仅是练习的汇报，学生是不会喜欢的，它应该
有动感、有魅力，有学生没有想到的但能够激发想象力、调
动学生学习欲望的兴奋点，这样的课堂学生才能兴奋起来、
快乐起来。否则课堂就想一潭死水，激不起学生思维的浪花。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我让学生想象：在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还会带领大家进行
什么有意思的探索？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拓宽文本的
容量，也进一步领会怀特森老师带给学生的深远影响。随着
文本的不断深入，我带领学生通过对比第一次科学课和以后
的科学课同学们的不同表现，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新怀
疑主义”的内涵，从而也突破了教学难点。

但这堂课留给我更多的是遗憾：学生对老师的愤怒越深、误
解越深，越能表现老师的智慧、用心良苦和独特的教育思想，
然而在课堂上这种对比还显得不够强烈；学生的朗读仅仅浮
在表面，层次感的.体现苍白无力，说明老师的指导方法存在
很大欠缺；整篇文章洋溢着儿童情趣，然而在我的课堂上学
生们的情趣却不甚浓郁，原因是我较少站在儿童的视角去设
计教学环节；教学过程中我的问题比较零散，导致问答的形



式比较多，学生被我牵着鼻子疲于回答老师的问题，因此独
立思考的时间不多；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人
类利用“新怀疑主义”思想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我”
把新怀疑主义的思想带到了生活中，并能勇敢地用怀特森老
师老师教授的学习方法来维护自己的老师。

针对这一学习内容，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环节：如果你
是“我”，你会怎样来维护怀特森老师呢？“不，你错了，
怀特森老师——”让学生填充后面的内容。这个课堂小练笔，
不但可以让学生对人物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认识，也可以培
养学生的思想，把课堂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如果我在两课时
学习内容的安排上能合理一些，那么第一课时就不会太清闲，
第二课时，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遗憾了。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让
遗憾的次数能少些，再少些。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1、教师的`评价语言还不够精炼，喜欢重复学生的回答。甚
至有时说话语序颠倒，说话有些不流利。

2、比较喜欢叫一部分学生回答问题，对整个学生关注不够。

3、学生在朗读时，没有认真倾听，喜欢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4、这篇是写人，本文采用正面和侧面描写，是最好渗透写作
方法。但教学中没体现出来。

5、没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一些重点词语。如：博学、面面相
觑、郑重其事等。

有不足说明还有很大的提高。向向老师所说的“读书——思
考——实践——总结”看齐，加油！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1】

《一个这样的老师》是美国作家欧文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学
习生活时写的一篇文章。它记叙了怀特森老师在科学课上运用
“故弄玄虚策略”教给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了
一个对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与众不同的老师形象。文章
安排材料的方法与学生常见的文章有所不同：用正面描写与
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描写人物，这是本文写作上的一大特
点。文中既有对怀特森老师语言、动作、神态的正面描写，
也有对“我”的心理活动、怀特森老师教育效果的侧面描写。
二者相互结合，怀特森老师的特点就更加鲜明突出了。

这篇课文的教学需要两个课时，我展示的是第二课时的教学。
本课时的教学思路是：以“我”的心理变化及同学们的反应
为线索，在阅读中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来品味人物
形象，了解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教育思想以及对学
生的深远影响，并能够写出对他的评价，同时体会侧面描写
对突出人物形象的作用。

在课堂上，我给学生比较充裕的时间阅读文本，用一个覆盖
面较广的问题给学生的学习引路：面对怀特森老师的一系列
做法，蒙在鼓里的学生们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学生自主学习，勾画描写“我”的心理活动及同学们表
现的句子，并且批注上自己的体会。在比较充分的朗读和汇
报交流中，水到渠成的引入到“新怀疑”主义，并让学生明
白怀特森老师的别有用心，同时在这里体会侧面描写的写法
对刻画人物形象所起到的作用。在第二件比较简单的事例的
学习中，我利用文本的留白之处，让学生想象在两天的时间里
“我”都做了些什么？从而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我”是如何
运用“新怀疑主义”的思想来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加深
对“新怀疑主义”的认识。接着我又一次让学生想象：在科
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还会带领大家进行什么有意思的探索？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拓宽文本的容量，也进一步领会
怀特森老师带给学生的深远影响。随着文本的不断深入，我
带领学生通过对比第一次科学课和以后的科学课同学们的不
同表现，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新怀疑主义”的内涵，从
而也突破了教学难点。

但这堂课留给我更多的是遗憾：学生对老师的愤怒越深、误
解越深，越能表现老师的智慧、用心良苦和独特的教育思想，
然而在课堂上这种对比还显得不够强烈；学生的朗读仅仅浮
在表面，层次感的体现苍白无力，说明老师的指导方法存在
很大欠缺；整篇文章洋溢着儿童情趣，然而在我的课堂上学
生们的情趣却不甚浓郁，原因是我较少站在儿童的视角去设
计教学环节；教学过程中我的问题比较零散，导致问答的形
式比较多，学生被我牵着鼻子疲于回答老师的问题，因此独
立思考的时间不多；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人
类利用“新怀疑主义”思想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课前我
布置学生收集了相关资料，可是在课堂上没有时间展
示。“我”把新怀疑主义的思想带到了生活中，并能勇敢地
用怀特森老师老师教授的学习方法来维护自己的老师。针对
这一学习内容，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环节：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样来维护怀特森老师呢？“不，你错了，怀特森老
师——————————————————————”让学
生填充后面的内容。这个课堂小练笔，不但可以让学生对人
物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认识，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想，把课
堂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如果我在两课时学习内容的安排上能
合理一些，那么第一课时就不会太清闲，第二课时，也就不
会出现这样的遗憾了。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让
遗憾的次数能少些，再少些。

【2】

本文是美国作家大卫.欧文回忆自己少年时



学习生活时写的一篇文章。它叙述了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运用
“故弄玄虚策略”，教会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
了一个对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独具一格的老师形象。文
章安排材料的方法与学生常见的文章有所不同：正侧面描写
相结合的方法描写人物，是本文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文中既
有对怀特森老师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正面描写，也有
对“我”的心理活动、怀特森老师教育效果的侧面描写。二
者相互结合，怀特森老师特点就更加鲜明突出了。能够结合
正侧面描写来了解人物的特点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体会这种
侧面描写的作用是本文的教学难点。

实施新课标以来，大家越来越感受到“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方式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学校也力
争走在改革的前列，正如火如荼地掀起学生自学狂潮，这不，
语文导学案设计就是以培养学生自学为目的的自学模式。

上课伊始，我按照导学案设计的内容逐条进行展示汇报，第
一节课结束，课堂气氛沉郁、学生思维僵化，我的心情也很
郁闷。为什么精心设计的预案，学生在展示时没有了活力，
没有情趣。原来上课时那涌动的生命的张力，那一个个火花
的迸发消失的无影无踪。我想是导学案出现了问题，还是上
课出现了问题。

经过我的深思，我觉得原因还在于课堂上老师的调控能力。
语文课如果仅仅是练习的汇报，学生是不会喜欢的，它应该
有动感、有魅力，有学生没有想到的但能够激发想象力、调
动学生学习欲望的兴奋点，这样的课堂学生才能兴奋起来、
快乐起来。否则课堂就想一潭死水，激不起学生思维的浪花。

所以上课时不能全部按照导学案的顺序亦步亦趋地进行，这
样的课堂学生永远都不喜欢。因此，第二节课时，我把导学
案三和四步骤进行整合，首先给学生比较充裕的时间阅读文
本，用一个覆盖面较广的问题给学生的学习引路：面对怀特
森老师的一系列做法，蒙在鼓里的学生们有什么反应？为什



么有这样的反应？然后学生自主学习，勾画描写“我”的心
理活动及同学们表现的句子，并且批注上自己的体会。接着
在比较充分的朗读和汇报交流中，水到渠成的引入到“新怀
疑”主义，并让学生明白怀特森老师的别有用心，同时在这
里体会侧面描写的写法对刻画人物形象所起到的作用。在第
二件比较简单的事例的学习中，我利用文本的留白之处，让
学生想象在两天的时间里“我”都做了些什么？从而让学生
进一步体会“我”是如何运用“新怀疑主义”的思想来解决
学习中的问题，加深对“新怀疑主义”的认识。接着我又一
次让学生想象：在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还会带领大家进行
什么有意思的探索？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拓宽文本的
容量，也进一步领会怀特森老师带给学生的深远影响。随着
文本的不断深入，我带领学生通过对比第一次科学课和以后
的科学课同学们的不同表现，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新怀
疑主义”的`内涵，从而也突破了教学难点。

同时这堂课上我还有许多的遗憾：在品味怀特森老师的神态
时，要把“我”的心理活动结合起来，学生对老师的愤怒越
深、误解越深，越能表现老师的智慧、用心良苦和独特的教
育思想。然而在课堂上这种对比还显得比较不强烈，原因在
于朗读指导不足，一是方法、二是对教学环节的设计不够精
巧，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

【3】

针对教材“我的视角”冬冬的话，课堂上我提出问题，你同
意冬冬的观点吗？依次来测试同学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全班同学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归纳为：两次“正视”表面
意思是说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不躲避，不敷衍，深层
含义是说学生有了敢于质疑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坦荡与毅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怀特森老师虽然只教“我们”科学课，
但却使“我们”所有的学习活动乃至学习习惯、生活习惯都



发生了变化。同学的发言精彩极了。这堂课不仅学生收获多，
老师也收益多。

【4】

今天，我教了本学期第七单元的主体课文《一个这样的老
师》。一开始，我就让学生用“这是一个的老师”的句式来
表达自己通过预习而得出的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同学们的发
言很活跃。有的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有的说，这
是一个博学的老师；有的说，这是一个有耐心的老师；有的
说，这是一个古怪的老师……答案很多，也很有意思，这很
好地调动起了学习的积极性，下面的学习非常顺利，后来我
又抓住一个要点让学生分小组探讨：你对怀特森老师的这种
做法有何看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讨论异常热烈，学生
的学习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之后的反馈更是五彩纷呈。持
赞同，持反对，或觉得这种做法既有利又有弊的学生都进行
了精彩的陈述，通过这一形式，其实一种宽松、平等的教学
氛围已然形成，而且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另外，我觉得本节课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给本篇文章做评
析。由于学生平时评改作文的能力较差，而本篇文章又是篇
较通俗的写人的文章，所以特别适合作为例文让学生评析。
本来我以为学生只能从语言是否生动、文章结构是否完整等
简单地点评，没想到他们居然能把本文最突出的三大特点概
括出来，1、作者在内容安排上，一开始就给读者以阅读上的
期待——悬念。2、人物心理描写贯穿始终。3、用正、侧面
描写相结合的方法描写人物。因此，上完本课，我深有体会，
千万不要低估学生的能力，正所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对教师而言，即“你眼中的学生有多棒，他就有多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