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 九年级
语文下学期教学反思(通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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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一

新的学期开始，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本学期作为九年级的
最后一个学期，我感觉自己的担子很重，心里无时无刻不在
规划着最合理，最有效率，最有期望的复习计划，希望给自
己四年的教学工作，四年的师生情谊，四年的付出有一个满
意的交待，我心里希望有一团火，一团既让别人燃烧，又让
自己温暖的火，为了这团火更好更旺，那么努力吧。

首先，思想上希望自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更加严
格的要求学生，无论是平时的备课还是平时的上课自习我都
要快节奏。

其次，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完善自己，自己平
时都努力学习，因为只有自你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带
动学生的整体素质提高。

再次，我希望不仅从学习的.时间上要求学生，更要从效率上
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自始至终我认为时间的多少不是问题，
关键是在单位时间内学习的质量才是成功的关键。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二

这周我们语文组的全体成员参加了临沂市的中考复习研讨会，



第一天听了三节公开课：一节卧龙北校尹老师讲的有关叙事
类阅读指导的课，一节是莒南七中张传杰讲的文言文复习课，
还有一节是沂水的张敏讲的有关写作的复习课。我认为讲的
最成功、最贴合我们初三教学实际的是第一节课，后来莒南
教研室主任对这堂课进行了高度评价。通过这次学习，我们
收获颇深：初三复习可以说“任重而道近”，我们应该讲求
课堂的实效性，讲究技术而不是艺术。我们每堂课都应有一
个明确的`目标，目标的制定不但要准确，更要符合《2012中
考考试说明》。要充分体现学生在复习中的主体地位，学和
导要有机结合，此外还要重视对学习方法的归纳和总结。回
来后我们认真地反思了一下，及时的调整了复习思路，更加
明确了复习的方向。再接再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三

初三语文教学与初一、初二有明显不一样，他所有的指向都
较势利，那就是一切为了中考，为了中考的一切。所以它的`
教学导向旨在引导学生应对及操作中考试题的策略和方法上。

一、知识点的梳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学生到了初三，相应的知识点也到了一个能够归纳总结的时
候，很多的阅读文题目其实也都是在以各种形式在考知识点，
但是我们的初三学生，到了临考前，诸如连人物描述的几种
角度(语言描述，动作描述，肖像描述，心理描述)，诸如修
辞手法的几种形式(比喻、排比、拟人)都还是模糊一片。虽
然我临时突击，以结构图的形式把知识点给予明确的概括，
在阅读文章中予以强化，但是张冠李戴的现象依然是相当多
的。

单靠初三的复习突击，效果是肯定不好的。如果能在平时年
级的教学过程中，就把知识点的梳理系统化，渗透进日常的
教学，学生对知识点的了解有了至少一年甚至更长的时光，



他们对知识点就有了一个消化到内化到运用的过程。考试中
类似的题目对他们来讲，就不会再具有如此的难度。

二、要训练学生自我习得知识的潜力。

基础知识的学习能够很简单，老师报答案，学生记答案，但
是长期下来，学生一个养成了惰性，二来，对听来的答案他
们也难以真正掌握。如果，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过
程中，就让学生养成勤查工具书的习惯，养成借助学习资料
自我找答案的习惯，他们的自学潜力会有更多的提高，他们
的知识面和字词的积累以及语感反应都会有更乐观的表现，
碰到这样的选词填空的题目，也会更有信心。

三、要让学生有规律有技巧地进行答题

很多时候，学生在碰到类似的阅读问题的时候，信手写来，
凭着感觉走是最常见的答题方法。其实，阅读文章的答题也
是有技巧有规律的。文章中关键句子的把握，答题时关键词
句的出现，常常就能够让阅读问题的回答变得又快又准确。

如果学生在答题前就有这样的答题技巧：某段文字的作用常
常表此刻资料和结构两方面上，从资料看，不外乎为塑造人
物服务，从结构看，或作铺垫，或埋伏笔……那么他们在答
这道题时，答题的大方向是不会出错的，同时，这样的答题
技巧也会自然地对他们的答题语言进行约束，出现更多的得
分点。

这样看来，我以为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必须要搞阅读文的题
海战术，但是，做一篇文章，却应有做一篇文章的效果。要
让学生在做题目的时候，了解出题者的出题意图，熟悉并掌
握一些经常出现的题型的答题技巧与规律，并能在阅读文训
练中发复运用。

四、文言文考查试题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背诵及迁移性质。



中考文言文试题中解释加点字好处的出题范围资料基本上全
是从学生课文下方的注释中来的，另外翻译句子的评卷方针
是意译不给分，直译时关键的一个字漏译也会被砍去一半分。
这种严格到残酷的评卷方式使我们的文言文教学变得相当严
肃。总结以往的失败教训，初三的文言文教学更应偏重于授
课的细致，细到每一个字的好处都不能马虎。老师讲课时绝
不允许只串大意而不通词素，务必引导学生养成一字一字的
翻译习惯。另外，要求学生课文下方的注释除专有名词外一
率得会背，包括个别较难句子的整句翻译也要张口就能背出
来。背诵的实惠不仅仅能应对课内文言文的试题，课外文言
文的好歹也全仰仗学生对课内文言文字词的理解记忆。我学
生一课一课背，教师一课一课落实，然后再让学生见识课外
文言文，引导学生把课内字词意思迁移到课外。

五、就是学生最没把握的现代文阅读教学了。

提高学生现代文阅读成绩的唯一方法当然是老套的做题战术。
但初三上半期及下半期开端，不就应是学生的题海战术，而
就应把重点放在教师身上。其实我发现初一初二时，学生基
本上不明白现代文阅读得分技巧，问十个同学十个同学回答
现代文阅读答案是蒙的，甚至很多同学拿着笔不明白怎样表
达他蒙的那点可怜的答案。所以，现代文言文阅读答题技巧
是学生提高阅读分数的心锁。教师把重点放在答题技巧上而
不仅仅仅停留在对标准答案上，学生阅读分数提高就有期望
了。比如告诉学生议论文、说明文答案基本上能够在原文中
找出来;写景或写物的散文大胆的往人身上靠，写人或叙事的
散文尽量地往情上靠;写景的文章不看景只看议论和抒情答题
就简单化了，写人的文章不往事上看只揣摹作者的情感就深
刻了;所有问题不笼统回答而用条理分割的办法慢慢回答等方
式，让学生最大限度的赢取得分机会。当然并非所有现代文
阅读题目的答题方式都有技巧，有的直接考查的是学生对语
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如标点、字音字形、词语好处理解;病句、
仿句造句和语言的得体等就另当别论了。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四

学习目标：

1、能找出文章的主要观点，简述理由。

2、能恰当引用课文语句，写一段文字表明自己的观点。

3、能对文章的观点说出自己的看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
根写的一篇杂感《论美》。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有的人为了让这张脸变得好看一些，花许多钞票去美容，还
有甚者，不惜千金去做整容手术，当一回人造美女或人造美
男。我们都不是一掷千金的富翁，当然没有那么许多闲钱花
在这张脸上，那么我们如何去追求自身的美呢?那么我们学习
完这篇课文，相信同学们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二)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用文中的句子归纳课文的主要
观点，并简要说说课文论述的思路。

(三)观点运用。

1、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他的脸上有一块难看的胎记，其
他同学的异样眼光使他很难为情。他自己也常常为这块胎记
而郁郁寡欢。作为好朋友，请你写一封信劝说他(她)。

要求：(1)运用文中的一些观点或语句进行劝说。



(2)认真研读课文，收集有关语句，仔细揣摩。

(3)150字左右，10分钟左右完成。

(四)辨别观点。

1、仔细阅读课文，对于作者的一些见解你是否赞成?如果赞
成请举一个例子证明;如果不赞成也请举一个例子来反驳。

教学反思：

《论美》是一篇杂感，主要的教学目的是要求学生找出课文
的主要观点，并就观点说出自己的理解，能够自主地发表见
解，能够尝试写一小段有观点，有见解的文字。我在这课的
设计中，有几个方面处理的比较满意：

第一，选准关键知识能力点，教学目标明确。我们班学生普
遍基础较差，理解能力较低，我意在指导他们在学议论性文
章的时候不要有畏难情绪。整堂课围绕教学目标和重点进行
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在课堂上，学生的读、写、感受、说、
听的训练很扎实，很好的完成了课前设定的教学目标。

第二，在问题预设和生成方面，这节课显得比较突出，在设
计问题时，本意是将“美的言行与美得德行结合起来才是最
美”作为引导，然后强调“美德最美”的主旨，但学生在自
读课文的过程中对主旨的把握比较到位，一下子就能得出这
样的结论，但也有同学将课文的第一小结作为文章主旨的，
这就表现出对文章内容的不熟悉，鉴于这种情况，在原有教
案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生成教案，让同学们寻找依据证明自
己的观点，在激烈的探讨过程中，学生对美也有了新的感受，
在请学生谈感受时，有的学生想的更多，感受更深刻，还有
同学提出“和谐也是美”的看法，这就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了。

第三，这节课的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都很充分。这节课根据



需要安排了几次讨论，基本上都是在先自己准备，然后讨论
的形式，因此能做到每人都有话说，每个问题都有价值，在
每次讨论结束后，能够选出中心发言人发表小组意见，其他
组成员能认真倾听，并对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对美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学生认识到心灵美是真正
的美。

2．掌握议论文的基本论证方法，能学以致用。

教学过程：

一、谈美（回忆导入）

1．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最美?可以结合你所学或所
见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周围生活中的人物来谈谈你对
人的美的认识。

提示：

（1）容貌之美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
白,施朱则太赤。”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一双丹凤眼、两变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态风骚”

——曹雪芹《红楼梦》



（2）神态之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徐志摩《沙扬娜拉》

（3）形体之美

“像云一样柔软，像风一样轻……不是天上的仙女，却是人
间的女神”

——《给乌兰诺娃——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

（4）风度之美

“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

“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黄庭坚

（如果你很平凡，优雅的风度能让你出类拔萃；如果你很优
秀，翩翩的风度能让你卓而不凡。）

（5）德行之美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大
丈夫的英雄气概）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范仲淹的美在于他远大的抱负和博大的胸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言，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没在于他忧国忧抿的情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
洋》（文天祥的美在于他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
诗》（古人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而龚自珍的美在于他
能以花自喻，志在培养一代新人的愿望）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
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陆游的美在于他退居家
乡仍不能忘怀国事的一腔热情）

（杜甫的美在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
洋》（文天祥的美在于他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
诗》（古人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而龚自珍的美在于他
以花自喻，志在培育一代新人的愿望）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
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陆游的美在于他退居家
乡不能忘怀国事的一腔热情。）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
州出猎》（苏轼的美在于他立功报国的抱负和气概）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
州出猎》（苏轼的美在于他立功报国的抱负气概）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
征”——《木兰诗》（木兰的.美在于她的淳朴勤劳，勇敢坚
强的品质和爱国精神）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
迅有感》（革命者的美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那简直是半截老松木……掌皮鼓皮样硬，老茧布满整个角
落，手指特别粗大肥圆，一只手指就像一根三节老甘
蔗”——姜孟之《一双手》（这双手的美在于“这只手一天
栽1000多棵树，一天往土里插三四千次，这双手已经栽树26
万多棵”，他的美在于劳动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魏巍《我的
老师》（蔡芸芝老师的美在于对学生的关爱）

“觉得他满是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
仰视才见”——鲁迅《一件小事》（车夫的美在于对老女人
的行为，在于他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

“脸颊有许多皱纹……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腰弯得
几乎成驼背，肥肥胖胖的……”——高尔基《童年的朋友》
（外祖母的美在于她的内心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
温暖的光芒）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
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邹韬奋
《我的母亲》（母亲的美在于她可爱的性格、努力的精神、
能干的才具）

“我爱我母亲……她勤劳的一生”——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母亲的美在于她勤劳简朴的习惯，宽厚仁慈的态度，坚强
不屈的性格）



“黑瘦……八字须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六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过：“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就意
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作为五年级语文教师的我，
也不断在反思：应该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如何让
孩子在我的课堂上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培养对语文的热爱？
我觉得一节好的语文课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情感共鸣中学习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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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母亲的呼唤》一课，以“母亲的呼唤”为线
索，写了作者儿时的三件小事，平凡真实，感人至深。在教
学中，为了让学生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我设计了一段
充满激情的导语：“有一个人,你永远占据在她心最柔软的地
方，她愿意用一生来爱你，这个人叫母亲。让我们深情地呼
唤她的名字--母亲。母亲，多么熟悉的字眼,从小到大，母亲
给了我们无穷的关怀和疼爱，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再一次
深情地呼唤--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一天天变老，然
而，永远不变的是母亲那一声声悠长而温暖的呼唤--母亲的
呼唤。母亲的呼唤,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今天,让我们一
起走进《母亲的呼唤》这篇课文,再次感受一下母亲的呼唤里
包含的爱和暖。”简短的一段话，开启了学生感情的闸门。
正是基于对自己母亲的热爱，学生才渐渐走进了作者的心灵，
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对理解课文起到了强有力的
推动作用。

二、重视情境创设，激发学习兴趣。



《新课标》明确指出：“教师要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以任
务驱动学习，激活学生已有的经验，指导学生体验和感悟学
习内容。”一年多的语文教学，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
验。的确，语文教学离不开情境，在课堂上，如何有效地把
学生带入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形的情境世界呢？我觉
得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让孩子去“展示自己”。

课堂上，教师要大胆地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
尽情地展示自己。每学习一篇新课文前，我都鼓励学生尽可
能地搜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知识。上课时，同学们都希望把
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大家，这样，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学
生们都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极大的丰富了知识的储备量。

2、引领孩子去读书。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那么，利用好例
子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大量的实践，只
有在实践中，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练习、巩固、提高。基于
这个思想，我经常搜集课外阅读材料，推荐给学生阅读。另
外，我还结合教材所涉及到的内容，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开展
课外阅读，使学生尽量领悟不同类型的文章的写作技巧；同
时，鼓励学生阅读中外儿童名著，领略书中的精妙所在。我
们班还设立了图书角，让同学们捐赠出自己喜爱的图书，作
为公共资源分享给更多的同学，丰富了学生们的课外阅读。

3、引进生活的活水。

于漪老师提出：“语文应和生活相联系，把语文学习挤到狭
小的课堂里，挤到无穷无尽的练习中，学生几乎不读书不看
报，与自然接触少，与社会接触少，学语文的源头活水被堵
塞，积淀储存少得可怜，又怎能学好语文呢?”所以在教学中
经常引进生活的活水，运用多种课型，采取多种生动活泼的



教学形式，可以充分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语文课堂
教学以及自己短短的语文教学经历，特别是在整体批阅了学
生的作文之后，我真正地意识到：小学语文学习离不开生活，
只有学生把在课本中学到的知识用到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品
味、描写中，才能真正地学好语文、用好语文。因此，我不
断鼓励我的学生坚持观察周围的一切，要养成从生活中汲取
养分的好习惯，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使
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语文离他们很近很近。我想信，久而
久之，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演变成学生学好语文、用好语文的
丰富资源。

总之，我期盼着：我的语文课堂会变成孩子们学习知识、放
飞梦想的理想舞台。

[如何上好语文课教学反思]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课后反思篇七

本学期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以人为本，以着眼于学生的
终身发展为目标，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构建高效课
堂。紧紧围绕“教学效益年活动”、“读书活动”的精神探
索性的开展工作。热爱教育事业，规范“自成教育”体系，
配合学校做好“数字化教学”工作，积极探索“三疑三探”
课堂教学模式，以人为本，关爱学生，平等对待学生，始终
坚持教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发展，教学中更加关注学生分析
理解题目的方法和技巧，以素质教育为本，以发展他们的能
力素质为己任。为今后更好高效的工作，现将本学期教学工
作做以下总结：

在教学工作中采取了有效措施，从以下几个方面汇报：

一、教学常规落实

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迟到早退，积极参加各项



活动及学习，团结协作。备好每一节课，根据学生实际合理
利用教学资源，上好每一节课。布置作业做到有的放矢，有
针对性，有层次性。认真批改作业。同时对学生的作业批改
及时、有效，分析并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将他们在作业过
程出现的问题作出及时反馈，针对作业中的问题确定个别辅
导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指导.积极做好学困生转化工
作。对学习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及时给予帮助，帮助他们
找到应对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二、积极参与教研活动

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数学教研活动，认真听课评课，通过评
课中，提高认识，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日常教学中，主动和
同组老师共同探讨教学工作，共同提高。适应新时期教学工
作的要求，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认真钻研新课标理念，改
进教法，坚持做好业务学习笔记，和教后反思，搞好课题研
究。

三、业务学习

积极探索“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认真学习业务理论，
写好的业务笔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丰富自己的业务知
识;积极参加一切课题研究活动，敢想敢干，敢于创新，不怕
失败。在学习策略上及时指导学生，培养思维，方法技巧，
提升能力。及时对教学活动作出反思，每周写出一至两个教
学反思，真正体会自己的优缺点，做到有的放矢，进一步提
高自己。充分备好每个教案，做到备学生，备教材，每周及
时上传四个教案和四个课时作业。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积
极利用和制作课件，提高自己电化教学能力。

四、将“多媒体”渗透于教学

充分利用课件，增强上课技能，提高教学质量，突破难点。
使教学清晰化，准确化，条理化，情感化，生动化，做到线



索清晰，层次分明，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特别注意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使学生积极参与，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使不同层次
学生都得到提高。

五、把自成教育落实到实处

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培养激发
学生兴趣，保护自尊，帮助学生建立自信，树立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信心。在上学期基础上，学生的数学知识需进一步加
强;数学思维创新能力待进一步提升。结合教学，发展学生合
情推理和演绎推理能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学习习
惯上进一步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独立思考，及时总结，纠
错改错，提前预习，合作交流，探究学习等习惯，应得到进
一步强化。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
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
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
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
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
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使学生通
过学习数学得到成功的体验。

六、反思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

虽然在本学期的数学教学中，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解决中下学生的解题能力上突破
不大;其次是在提高中等生解难题的能力上效果并没达到预期
目标，结果造成期末考试的合格率进步甚微;三是少数后进生
的学习积极性并没有真正调动起来，造成低分率较高，影响
了班级人均分;四是在对试卷分析时并没有针对部分较难的题
型进行多重练习，造成考试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丢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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