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 春酒教学反思
(大全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回顾全班，虽然我已经完成了教材，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这也让我对本课有了一些反思：

1、在追求完美方面会有所欠缺，在细节处理方面没有足够的
策略，而生成的过程会更自然。

2、完全进入文章的上下文，带着与目标相关的感受投入到演
讲中。

3、在课堂练习之后，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片段练习和整体写
作之间的关系。学生的写作需要时间来酝酿。将知识转化为
能力是一个过程，有时不可能立即取得成果。

事实上，语文教学真正需要做的是营造良好的氛围，激发学
生的灵感，让学生与文本进行深刻而内在的交流。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认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始终关注学生，
通过情境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例如，在课前介绍我的衢州
方言理论，不仅缩短了与学生的情感距离，而且还自然地引
导母语人士讲母语，品尝母语。在舒缓的“思乡”主题音乐
中，教师深情朗诵，让学生迅速融入文本的具体情境，进入
作者的情感世界。再比如，在介绍作者的生活时，我把它放



在学生们体验了这些完美而丰富的春酒所蕴含的情感，品尝
了充满真正家乡风味的“春酒”之后。我希望作者的乡愁情
怀能渗透到他们的心中，让家乡一步步走进学生的精神世界。
当我在学校教书时，我说当齐军去世时，几个女孩哭了，那
天整个教室的气氛非常安静。这种沉默是心灵和文本之间的
对话。这是通过频繁的问答无法达到的最佳感知境界。再比
如，为了让学生将文章所体现的美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本课情感教学的目的，我举
了一杯春酒记忆中的童年红薯饼，激情回味童年家乡红薯饼
的芳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染学生，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
它创造了一种进取的情感氛围，把课堂推向了高潮。此外，
愉快的情绪能打开学生的心扉。在教室里，学生们的家乡情
结非常丰富：如枣树下的欢乐，心中回荡的长茶的清香，记
忆中温暖的微笑等，这些或完美，或温暖，或怀旧的情感在
学生们的心中悄悄生长，汇成一股暖流，让家乡在这些没有
经验的孩子眼中变得新鲜，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
这种基于学生情感体验的教学已经到位。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教材是提供给学生学习内容的一个文本，我根据学生和自己
的情况，大胆对教材进行了再思考、再开发和再创造，用活、
用实教材。这节课中在四面国旗的尺寸中找比组成比例，学
生比较容易找到国旗长与宽的比，两两可以组成比例。同样
国旗宽与长的比，两两也可以组成比例。另外每两面国旗的
长之比与它们的宽之比也可以组成比例，课题中通过“你还
能找出其它的比吗？”的提问，鼓励学生打开思路，充分发
挥合作学习的作用，调动学习的主动性，从不同角度去寻找，
以加深对比例意义的认识。在练习中要根据给出的4个数据，
组比例，隐含着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学生通过
迁移比较，小组合作交流，多方验证，大家的思维从先前的
不知所问到最后的豁然开朗，个个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名小小的
“数学家”，经历了这个愉快的学习过程，获得了成功的体
验。



教后反思这节课，我觉得是突出了常态下如何扎实有效的组
织学生学好这一节课的内容，使数学学习与现实生活紧密联
系，使学生认识到我们的数学学习是有用的，它能解决我们
实际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从学生
掌握知识、课堂参与情况来看，整节课的设计还是比较适合
学生的思维发展。在结构上，注重了前后呼应，使整堂课也
显得比较紧凑，效果不错。但是学生的动脑方面还不够。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本课主要是让学生通过朗读，探究，体会文章流淌的浓浓的
思乡之情。反复体味作品通俗，朴实，真切的语言并进一步
感受作品的风俗之美，人情之美。激励学生热爱生活，并在
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因此，读和探究是教学的两个重要环节，
要以多种形式引导学生阅读，但在此教学设计中没有特别指
出，可根据教学实际灵活调整把握，要强调的是，这一环节
和内容不能少。教学探究环节，首先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
让学生敢想敢说，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
法。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从准备这节课到授课结束，这一过程让我觉得收获很大。反
复揣摩课文意图，精心备课，设计教学过程的经过久久留在
我的心中。对我的教学能力是一个可贵的锻炼和提高。课上
我注意引导，创设情境。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由去研讨，
探究。课上学生发言积极，讨论热烈，很好地落实了教学目
标，基达到预想的效果。其次，我认为这节课整体思路还是
可以的。从文章的初读感知到研读探讨；从品读赏析到拓展
迁移是一个由表及里，再由内向外的一个过程。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再次，创设情境，注意引导，结合文章内容对学
生进行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从学生们的表情、眼神和
回答问题的话语里感觉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上这节课前我一直在新课标的指导下去构思，去设计。然而，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完全放开手，学生的自
主性挖掘的还不够。可能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有些
问题探讨的还不够深入。学生领会、感悟都要有一个思索的
过程，老师在引导的同时要注意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另
外在语言上也应该再凝练简洁一些。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公式：经验+反思=成长，这
是教师成长的至理名言，许多教师有较深刻的体会。

如果一个教师或许工作了20年，没有反思，也只是一个经验
的20次重复。如果一个教师只满足于经验的获得，而不对经
验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他的原有理念及不适当的行为就很
难改变，其结果是他的教学将可能长期维持在原来的水平而
止步不前。

为什么只有经验不能成长？为什么经验加上反思就成长了呢？

1.反思使经验(含教训)变成教学智慧，从发生的事件中得到
启发

叶澜先生指出：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
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名师，没有反思的经验只
能是狭隘、片面、肤浅的经验；不会反思的教师，他的教学
能力和水平至多只是经验的累积；能够不断反思的教师，他
的教育智慧就会随之不断增长。教师越能反思，就越是好的
教师，越能使自己的经验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

一位数学老师教的学生成绩总比别人好，别人问他是什么原
因，答不出，后来通过反思，发现原因是每个学生只用一个
作业本。学生要隔天才能看到先一天自己做的作业情况，经
过认真总结，他的经验就提升为及时反馈原理，讨论时，老



师们也认为，只有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才能及时纠正
学生的错误与模糊认识，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

2.反思能帮助自己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反思能帮助教师从每天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中发现自己的教
学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

反思的目的不只是回顾过去，而是为了指导未来的行动，反
思帮助探究和解决问题，追求教学实践的合理性。

有的教师在反思小组合作学习效果不佳后，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办法；分好小组，选好组长，做好培训，用好评价，加强
引导，如果将这五个环节的工作做好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效
果就会好起来。

我们认为，教学中出现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师不认
真反思，不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3.反思使自己学会教学

教师全面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时，会从教学主体、教学目的
和教学工具等方面入手，对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等环节
获得的体验进行回顾，从而使自己变得成熟。

反思是自己帮助自己学会教学的好途径，某个内容教学失败
了，反思为什么，下次就可以改变教学方法，逐步就学会教
学了。

无论是教学的失败，还是教学的成功，教师只要认真反思，
分析失败的原因，提炼成功的经验，这些都是宝贵的教学资
源，也是任何教育理论所不能替代的精华。

4.反思促进教师成长



反思可以由教师自发行为变成自觉行为，缩短教师的成长周
期，使教师全面发展。

按照教师职业特征，一般认为，5年以内是新手型教师，关注
的是具体的教学技能；5年—10年是适应型教师，关注的是教
学策略，能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综合应用技能；10年—20
年是成熟型教师，关注自己的教学理念；20年以上是专家型
教师。但自己不把握进步的机会，是不会自动越级的，可能
到退休还不成熟。

通过反思，不只关注完成教学任务，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成绩；
还应关心教师本人如何在教学中得到提高，不是年复一年机
械重复自己的工作，教师需要做自己成长的有心人，才能缩
短成熟的时间。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清代人张惠言《词选》认为这首词是一首政治诗，有道理
吗？”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很激烈，意见有分歧，接着投影
出前人的一些看法。清代人张惠言认为，“庭院深深”就是
说王宫已经非常深远，不易进入；“楼高不见”是说君王又
不觉悟；“乱红飞去”喻大臣被贬逐，即北宋韩琦、范仲淹
被贬。王国维认为张惠言是穿凿附会，在《人间词话》里说：
“固哉，皋文(张惠言字)之为词也！”认为本词只是兴到之
作，没有寓意，就是写豪门大户的弃妇之怨。我以这个问题
让学生加深对这首词主题的理解，效果很好。

最后我对全词作了一个总结：这是一首闺怨词。作者以含蕴
的笔法描写了幽居深院的少妇伤春及怀人的复杂思绪和怨情。
不写佳人先写佳人居处。三迭“深”字，则佳人禁锢高门，
内外隔绝、闺房寂落之况，可以想见。树多雾浓、帘幕严密，
愈见其深。“章台路”当指伊人“游冶处”，望而不见正由
宅深楼高而来。可知物质环境之华贵，终难弥补感情世界之
凄清。望所欢而不见，感青春之难留，佳人眼中之景，不免



变得暗淡萧索。感花摇落而有泪，含泪而问花，花乱落而不
语。伤花实则自伤，佳人与落花同一命运。是花是人？物我
合一，情景交融，含蕴最为深沉。整首词如泣如诉，凄婉动
人，意境浑融，语言清丽，尤其是最后两句，一直为词评家
所赞誉。下片前三句用狂风暴雨比喻封建礼教的无情，以花
被摧残喻自己青春被毁。“门掩黄昏”四句喻韶华空逝，人
生易老之痛。

这节课环节紧凑，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显著。只是讨论
时担心教学进度，所以没有让学生全面展开。总体来说，学
生学有所得，教学效果也达到了预想的目标。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在本课教学中，我认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始终关注学生，用
情境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如课前导入我学说衢州话，既拉
近和学生的情感距离，又很自然地引出道地的家乡人说道地
的家乡话，品道地的家乡味。

在舒缓的“思乡”主题音乐中，教师充满深情的朗读，使学
生很快融入课文特定的情境，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又如，
在介绍作者生平时，我把它放在学生已体验了蕴涵在春酒中
这些美好丰富的情感后，已品尝了这充满道地家乡味的“春
酒”后，希望作者思乡难回的感伤情绪能弥漫在他们的心间，
让故乡一步步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我在自己学校试教的时
候讲到琦君逝世时，好几个女生都流泪了，而那天整个课堂
气氛也是异常安静的。这种静默，是在用心与文本对话，是
用频繁的问答所难以达到的一种最佳的感悟境界。再如，为
了使学生把文章体现的美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产生强
烈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这节课情感教学的目的，我捧出珍
藏在我记忆里的一杯“春酒”——童年的番薯糕，动情地回
味童年家乡番薯糕的香味，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感染学生，
为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了积极的情感氛围，把课堂推向
了高潮。而且愉悦的情感开启了学生的心智，课堂上学生用



心编织的故乡情结非常丰富：如枣树下的快乐、回荡在心中
的悠悠茶香、记忆中温暖的笑容等，这些或美好或温馨或留
恋的各种情愫在学生心中潜滋暗长，汇成一股情感的暖流，
让故乡在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眼里变得鲜活起来，学生在课
堂上真正“动”起来，这种以学生“入情——动情——抒
情”这条情感体验为主线的教学是到位的。

春酒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九

人们常说：经历是人生一大财富。我想：经历过，并深刻地
去反思其中的得失，汲取经验，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生活、
工作，才真正算是人生一大财富。这堂课上完后，自己感觉
比以前有进步。教学目标基本完成，学生配合也很积极，课
堂气氛热烈，融洽。回过头来思考这节课，我觉得做得比较
好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了对语文知识的传授。作为初二学生，对于生字词仍
还处在积累阶段，如果淡化了字词，学生的字词积累就不够，
语文的基础知识也就不牢。比如“如法炮制”的“炮”
和“煨炖”这两个词的注音，学生虽然预习了，但不到位，
所以就出错了。作者介绍，它属于语文的文学常识的内容，
了解了作者，有利于把握作者的风格，有助于理解文章的情
感，同时加大积累后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堂课
上，我较为巧妙地把二者有机地融于课堂中，使语文知识得
到落实。

2、创造了轻松的平等交流的氛围，活跃了课堂气氛。在导入
部分，通过显示大量的过年图片：贴“春”字、贴“福”字、
放鞭炮、挂灯笼……熟悉的场景，一下子把学生带进了对中
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回忆，学生的话匣子随之打开，讲过
年的情景时津津乐道。欢乐的氛围随“图片”而“潜”入课
堂。在品读细节阶段，我都给了学生充分发言的机会，让他
们能够畅所欲言，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
励学生对教材的自我理解、自我解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尊重他们个人的感受和独特见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
环节中，有一位学生找到了这一句“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
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
甲缝的八宝酒了”，但在朗读的过程中却把“偷偷”这个词
读掉了，我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就此因势利导，问“如果
把偷偷去掉好吗，为什么？”这一问立即调动学生发言的激
情，马上就有学生给出了满意的答案。于是我又问“你有过
类似的经历吗？”再次调动学生的回忆，课堂气氛因而更加
热烈。

3、情境营造了良好的情感氛围，成为本节课完成教学目标的
关键。思乡这一主题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说不算陌生，但体会
毕竟是不深的，让学生感受情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在
教学中，通过感受主题美，对学生进行情感的熏陶，然后又
充分调动了学生已有的对思乡的古诗的积累，让他们再次感
受思乡的情感，十四五岁的孩子很容易被情绪感染，从而完
成情感教育。

总体上说，这堂课还算是成功的，但仍有一些地方不够完善，
需要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