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教学《父母的爱》时，采用了“体验型”作文教学，从
辅导学生观察、体验、感悟入手，努力拓宽学生视野，使学
生尽可能广泛地获得直接和间接经验，力求作文最大限度地
贴近学生生活，形成大作文的教学理念。体验型作文教学是
一种生成的学习，需要学生整个身心投入，需要创设氛围，
把学生放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通过看、听、说、画、写、
想象等，激起学生写作的冲动，习作成为自身的一种需要。

一、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基础

创设符合作文训练要求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生活
体验，一般设计在上课时进行，也可以布置学生课外进行。
在课堂开始时，我们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音乐设置
了这样一个情境，让学生在音乐中把爸爸妈妈关心爱护自己
的事情一一再现出来。丰富的情境使学生强烈地感受到父母
的爱，爱的力量使学生心中涌起了一桩又一桩的往事。有的
就写出了“妈妈下岗了”，“爸爸在医院的日子”等感人肺
腑的故事。

二、体验评说体验型作文教学的关键

所谓体验评说是指在学生动手作文前，让学生说说对自己所
经历的事或看到的新鲜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提高学生作
文水平的有效环节，也是作文教学指导的关键所在。我们认



为教师的课堂语言不宜过多，教师的语言并不是学生作文
的“圣旨”，而是教师引导学生拓展思维空间，捕捉思维火花
（灵感）的手段之一。教师要尽量给所有学生练“说”的机
会和时间，形式要多样而新颖，在评说中我们注意指导学生
要说得有理、有重点等，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参与“说”的质
与量，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评说主要是使学生有话要说，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思
考问题，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有谈话式、讨论
式、演讲式、表演式等几种方式。

三、自由抒写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核心

学生有了对生活的强烈体验后，自然而然地要表达出来。语
文新课标对作文教学要求是淡化文体训练，鼓励学生自由表
达，激发练笔兴趣，鼓励个性化的作文；注重培养学生初步
的、实用的书面表达能力。“在写作的时候，愈不把阅读的
文章放在心上愈好”（叶圣陶语）我们让学生自由表达，不
受课本要求限制，不为教师的指定所左右，题目可以自拟，
体裁可以自定，内容可以自选，做到形式多样化，取材生活
化，语言儿童化，让作文成为学生传情达意的工具，让作文
成为学生生活的需要。反对用任何的框框及所谓的写作方法
去束缚学生的思想。

四、交流赏析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保障

作文后的交流欣赏，是激发学生兴趣、提高作文成效的重要
保障。课堂交流要注意两点：

（1）以鼓励为主。

在学生作文交流时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公开
讲评。为了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作文是佳作，懂得佳
作“佳”在何处，教师要拿出1--2篇充分符合本次作文要求



的习作，作为佳作进行赏析。原则上不公开批评差生作文，
以免伤害其自尊心。

然后请佳作作者谈谈写作思路，或与发表意见的同学进行答
辩。对于精彩片断可让学生自读、议读，再感情朗读去体会
感悟；对于“病”文，要引导学生按评改要求，逐个“病
例”进行剖析、诊断、找出“病症”，并对症下药，进行口
头修改。最后让学生结合作文的要求，并根据本节课的欣赏
和剖析，运用修改符号，修改自己的作文，使其成为更满意
的佳作。

（2）以自评为主。

作文交流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先让作者自评，说说为什么
这样写。再引导其他学生互评，让他们说出所评作文好的.地
方和应该修改或补充的地方，也可让佳作作者与发表意见的
同学进行答辩。对于精彩片断可让学生自读、议读，再感情
朗读去体会感悟；对于“病”文，要引导学生按评改要求，
逐个“病例”进行剖析、诊断、找出“病症”，并对症下药，
进行口头修改。最后让学生结合作文的要求，并根据本节课
的欣赏和剖析，运用修改符号，修改自己的作文，使其成为
更满意的佳作。

体验型作文教学解决了作文内容学生无话可写的矛盾。通过
创设许多教学情景，给学生提供了直观的感性材料，有具体
内容可写。在情景体验中，由尖子生开路，中下学生也得到
较为深刻的感情体验，能写出情真意切的作文。当堂成文、
当堂讲评、当堂修改，能及时反馈、及时纠正，让学生积极
参与交流，取长补短，学会修改作文的本领，提高作文水平。
体验型作文教学让学生置身于兴趣盎然的演、说之中，一改
过去分析型作文教学的单调枯燥之感。

学生跃跃欲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观察、思维、表达、分析
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更使学生重



新确定了自我认识，树立了自信心，体会到作文的乐趣，做
到了“我手写我心”，写作成为自身的一种需要。

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的的这节课上的，按照生本的理念来说比较成功，但按
照我设想的还有很多没做到。本李课许校长推门听课，听后
给我指点，更多的是鼓励我，使我深受感动，感谢领导的支
持与认可，我会把它当做鞭策我的动力，一如既往的做好本
职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节课呈现出这样一些亮点：

一、营造出了一种浓浓的亲情的氛围。课伊始，学生课前一
分钟讲关于父母之爱的故事为本课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学
习活动围绕父母之爱的主线层层展开。

二、施昊洋小组的学生在读书中锻炼了朗读水平。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书中感悟，在读书中升华了情
感。

三、张文文同学溢于言表的真心表白催人泪下，是她的真情
流露。

四、李文琪小组设计的板书别出心裁。

不足之处：

一、个别学生回答问题的声音偏低，有待于今后的课堂上加
强训练，提高他们的发声技巧，培养他们良好的表达习惯。

二、课堂上我设计了几个科学、艺术的提问，准备引导学生
自学、引发学生想象、引起学生思考。如设计“想象一下，
夫妻俩回到简陋的客舱，面对孩子们，孩子们会问些什么？



父母的心情怎样？”“送走三岁的女儿，当时女儿会怎样，
请同学们插上想象的翅膀，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的问题。
这样更有利于学生进入情境，体会父母之爱。可是由于时间
的关系，没有汇报完，只能“生”到下节课了！

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篇三

脱离生活的语文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作文教学也是如此。
作文，本来就是对认识到的生活的真实的反映，只有写出真
实的、独特的感受，才是真正的作文。通过本课的教学，引
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激起学生写作的情感
和欲望。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两篇例文的分析明确抓住细
节能使作文之花更美，使文章更感人，富有真情。通过本课
的教学，我认为作文教学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学生的情感一般来自于直接的体验，观察是最根本的。没有
观察就没有积累，就没有作文的素材。重要的是让学生用心
去观察，既抓住事物现象，又能充分感受和体会。

不要限制学生的想象，生活是学生想象的源泉，他们创造的
语言都与生活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教师要抓住这个特点激励
他们敢于探索。

教学中应主张信息的立体交叉，鼓励学生积极的参与教学过
程，老师是学生的朋友，学生是学生的老师，平等互动的关
系促成了民主氛围，更有利于学生的主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
体现。

学生作文自由不等于没有教师的主导，自由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教师应给予充分的指导、调控，要抓住学生的心理
特点，利用现有的教学手段、场景、资源创设情境，使学生
在愉快中得到真实的体验。

总之，本次习作围绕如何抓住细节这一个教学点指导学生习



作，在作文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运
用抓住人物的细节进行描写，写出真实的人物，从而写出富
有真情实感的文章。

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篇四

第一次接触群文阅读，我有些迷茫，这么多篇课文，这么大
的容量，一堂课如何能落到实处，大脑一片空白。还好有前
辈们创造的模式，我可以沿途前行。

“父母之爱”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明确，又因贴近学生实际，
学生理解起来不难，平时学生基本可以体会到自己是在父母
的爱中长大。感受到父母的爱，是慈祥的笑容，是亲切的话
语；是热情的鼓励，是严格的要求。而学习了本单元后，学
生认识到父母之爱的一个个侧面，感受到父母之爱的深沉与
宽广，升华了父母之爱的主题思想。

“父母之爱”在三维目标的达成上，重点是在认真阅读课文
的基础上，把握了主要内容，体会到表达父母之爱离不开人
物外貌、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的描写，进而体会到人物描
写的一些习作常识，好像在文本与学生的习作之间架起了一
座桥，桥的一头是文本，另一头是习作的生成，这样一来，
困扰学生写人习作的瓶颈变得顺通无阻啦，“父母之爱”也
就有了阳光般的走向，走向教育的绿色春光。

通过课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慈母情深》、《“精彩极
了”和“糟糕透了”》、《学会看病》阅读课本的《父爱安
全网》《鼾声》《秋天的怀念》《母亲的故事》的教学，学
生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见地，在以新的眼光重新发
现父母之爱深沉和宽广后，体会到父母之爱的伟大，润物细
无声般激起了感恩父母，用积极健康的学业成绩回报父母，
也回报社会的情感表现，顺应心脑对行动的可指挥性，表露
于外的则是言行举止的具体行动，真可谓文本之石激起了父
母之爱这湖的千层浪，透过每朵浪花，而每朵浪花都在闪烁



着涟漪的笑靥，这笑靥正是语文教育最为珍贵的成功之处。

习作最容易折射小学生的心声，一位学生在《做饭》中写到
自己忙左忙右，总算做出了一顿饭，可看看时间，几乎忙了
一个早上，唉，平时自己还会对妈妈的厨艺评头品足，真是
不应该啊！我以后会记得“劳动创造了美”，会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自豪。学生习作能如此认知，
实属难能可贵，既是对单元文本主题的领会，又是学以致用
的最好应验。字如其人也好，文如其人也罢，最要非人云亦
云的克隆文化，最要原生态的习作，这样的习作是创作的源
泉，我们教师得悉心呵护，百般珍视。

父母之爱是教育不变的话题，也是教学中永恒的主题，是文
明传承和发展不竭的动力。

爱父母在行动教学反思篇五

《父母心》是教科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屋五
的文章。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故事，故事叙述的是为生活所
迫的一对穷夫妻把孩子送给贵夫人领养后三次反悔，最终一
个孩子也没舍得送走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可怜天下父母
心”这句名言，深情地赞颂了无比珍贵的亲情与关爱他人的
品格。

对本课的目标设计是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
生认识到父母爱孩子是极其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受到人们
的理解和尊重；通过练笔让学生达到语文知识、言语技能、
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积累。

教学流程是首先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填空的形式，教
给学生概括内容的方法；抓住几次送孩子，几次反悔，由送
到悔这一文章的脉络，让学生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后设
计小练笔，目的就是让孩子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运用
知识，达到由读到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