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主任工作职责和要求(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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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老课文，对于我来说很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
么认认真真地备过课。因为认真，我对课文的了解更深了。

1、学生的预习较好。如：生字的认识、词语的朗读、找多音
字，对不懂的词语的理解等等吧，预习很到位。

2、很多学生能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当中来。今天上课，出现了
从未有过的景象，尤其是，我问道：“作者几次去了鸟的天
堂？”很多同学争先恐后地举手，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原来，讲课很多时候需要适合学生的方法、方式，尤其是需
要鼓励性的方法。

1、学生回答问题，不够完整，语言组织能力较弱。简单的问
题打得还算可以，但回答较长的问题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
回答。尤其是，第二课时的有些句段的理解谈自己的感受时，
会语无伦次。所以这方面，我得练练。

2、在课堂上学生的自主性体现不够好。本来学校提倡学生自
主性学习，但课堂上，还是老师的说为主，这样以来，很多
学生会吃“现成饭”，从而“撑破肚子”，学会了懒惰，有
了头脑生锈的景象。

总之，我的课堂上有了学生的“足迹”了，我会慢慢地渗透
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质量！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
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体验，有所感悟，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还要求教师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教学中，一方面灵活地利用教材，创设情
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将纯净的目
光投向美丽的大自然，投向美好的生活。

这篇文章《鸟的天堂》的重点是作者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
见到的不同景象，表现了大榕树的庞大、茂盛，以及鸟的天
堂的热闹景象。所以在教学中我着重引导学生感悟作者这两
次所看到的景象、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悟理解文章的主要内
容。

1、重视朗读训练，这是本课一个较成功之处，主要采用自主
朗读，谈感悟的'方法。同时《鸟的天堂》这篇课文语言质朴，
意境优美，感情真挚，很适合学生自己去体会，去领悟。我
抓住写树和鸟的几个重点段落的阅读，从“分”到“合”，
让学生充分感受“树”和“鸟”互相依存的融洽关系，感悟
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整体和谐性，使学生实现了一次人文精
神的升华，进一步体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念，尊重学
生，发扬民主，张扬个性，把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给学生，
让学生自己去揣摩，去感悟。

2、《鸟的天堂》一课写得极有画面感，因此，这一节课中所
运用的多媒体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学生感悟到了榕
树的美后，让他们观看榕树的画面；学生感悟到了鸟的热闹
场面后，再播放画面，这些都对学生的情感感悟起到了很好
的衬托作用，特别是最后的情景朗读让学生对整个鸟的天堂
有了更全面和准确的感悟。

3、同时，在教学中我又抓文本空白，引导学生去想象。“为
什么这个地方会成为鸟的天堂”，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联系



上下文去理解，想象，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让学生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得到了提高。

《鸟的天堂》一文也是学习写作方法的好范文，抓特点，对
叶子的细腻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等等，我的课堂上缺
乏了对领会表达方面的指导，同时有些方面领悟的不够全面，
没有让学生深入领会榕树的远观的美，没有重视好学生对作
者表达方法的领悟，最后一句话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及时引导
学生去领悟它的标点符号的不同用意。

几点反思：

1、备课必须要深挖教材，越细越好，上课时心里越有数。

2、课堂上要渗透对写作方法的指导，为写作课打好基础。

3、重视引导学生对表达方法的领悟。

4、要重视引导学生通过重点语句中的重点词语去感情朗读。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三

在设计本课时，我紧紧围绕文中五次提到“鸟的天堂”，为
什么前四次有引号，最后一次没有引号来展开问题。让学生
进行质疑，然后分别学习了大榕树的枝叶繁茂，生命力旺盛；
鸟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最后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鸟的天
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在学习本课时，感到收获最大的并不是
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而是：

1、学生明白了鸟的天堂之所以能成为鸟的天堂是因为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应该积极地进行环境保护，应该为自然
界的生物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学生
进行“鸟类演讲比赛”时，学生就真正表露了自己作为一只
小鸟的快乐，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爱护鸟类的感谢。



2、学生领悟了作者的表达方法。本单元教学重点指出：在阅
读的时候，既要注意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又要注意领悟作
者的表达方法。教学时，我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积极采
用合作、自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领悟文章的
表达方法。让学生明白了本文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的结合，
真实感受了大榕树的静态的美与群鸟纷飞的动态的美，从而
培养了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能力。

3、把阅读与质疑有机结合，把阅读与思考有机结合，把阅读
与感悟有机结合，让学生经历“读—思—悟—通”的学习过
程，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行为中，获取知识、形
成能力。

对于我在在后面的把演讲这一学生熟悉的活动方式引进课堂，
把教材“还原”成生活场景，我认为让学生在现实的、生活
化的“生态”中展开“对话”，能活化教材，使教学能取得
完美的效果。教学的结尾我又设计了差异性的练习设计，尊
重了学生的个性，体现了教学的弹性，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
能得到发展。

当然，本堂课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分析的多，读书
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文中的优美句子，在赏析之余，还应该
多加仿写，但也因为时间关系漏掉了。今后，一定要向课堂
要效率。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四

《鸟的天堂》是著名作家巴金的作品，记叙了作者和他的朋
友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见到的不同景象，表现了大榕树的
庞大、茂盛，以及被称作：鸟的天堂的名不虚传，表达了作
者对大自然中这种生命现象的热爱和赞美。

这篇文章动静结合，韵味十足，遣词造句精妙准确，表达感
情充沛细腻，是一篇培养学生语感的好文章。教学时，教师



可抓住写树和鸟的几个重点段落的阅读，感受树和鸟互相依
存的融洽关系，感悟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整体和谐性，使学
生实现了一次人文精神的升华，进一步体现了《语文课程标
准》的理念，尊重学生，发扬民主，张扬个性，把更多的空
间和时间让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揣摩，去感悟。因此，我
这样引导学生学习：

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说说喜欢榕树还是鸟儿，并陈述自己喜欢的原因。

在学生畅谈喜欢段落的基础上，先引导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
句子，反复阅读，细细品味，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去寻找美。
再组织学生讨论，来谈感受，谈见解，在交流中，去再现生
机勃勃的大榕树，去再现鸟儿在枝头欢唱，去感受美的画面、
美的韵律、美的语言、美的生命、美的情感。

这是一篇训练学生朗读的好课文。在教学引导学生品读。让
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段落，自已朗读，自己感受是否读出了
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然后在小组中读，推荐读等。

朗读既是理解课文的基本手段，又是获得语感及审美情趣的
基本方法，让学生充分地朗读、谈感悟，有利于学生获得丰
富的欣赏角度，有利于学生展开自己个性化的见解，促进学
生主动、生动、个性地学习和语感的发展。特别是结合多媒
体课件提供的画面配乐朗读，可以促进学生产生用声音再创
情景的欲望，从而对语言文字有更深的感悟。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五

作者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向我们讲述了丈夫小时候得到的一次
捐赠，随着阅读的.逐步完成，脑海里“童心”与“天堂”的
联系越来越密切、浓郁。凭我的教学经验，不作深层次的挖
掘，学生虽然能够将“天堂”当作“童心”的代名词，但感
悟绝对是朦胧的，停留在文字表面上的。



当融入丈夫当时所处的背景，在那个废墟掩埋一切的世界里，
孩子们不仅失去了亲人、家园，更失去了童心中的至爱和乐
趣，而此时“翻开第一页，里面竟有两张剪纸！”这份快乐
的幸福感是任何物质帮助所不能取代的。“这欢呼引来了全
班的同学，大家妒忌地分享了他那份巨大的欢乐……”此时
孩子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

顺着这样的思路，教学流程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但是已过
去32年的唐山大地震对于一直在蜜罐里生活的五年级孩子，
他们能真切地体会到那个年代人物的感情吗？起初我很担心，
但15天前的汶川大地震重演了历史的悲剧，似乎是唐山大地
震的翻版，孩子们至少在铺天盖地的电视画面中受到了内心
的震撼，这也许会对课文的学习打下情感的伏笔。所以我想
把教学定位到一个“真”字上来，即，让学生学真实的语文，
真实地学语文，悟真实的情感。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文本、教师对话的过
程。”所谓“境为心所感，情自心底生”通过听家长讲述唐
山大地震的感人故事和经历，结合汶川大地震的媒体报道和
课上的演示等，尽可能让学生达到与当事人一种情感的共鸣，
在这种真实的背景下，学生融入了课文，通过品词析句，朗
读揣摩，逐渐将得到幸福快乐的深度延深，能达到“至极”
的理解层面。

我有效地实施了多种朗读训练手段，如：体会“充溢”一词
时，做手势朗读，从而理解到捐赠者的美好童心给受赠者带
来的欢乐幸福是无比巨大的；再比如，丈夫所说的那段话富
有哲理又非常感人，可以说是体会“天堂”一词的最好诠释，
我让学生把手贴在胸前，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朗读暗示，再
配以音乐《感恩的心》，并不断指导朗读入境，入心，通过
学生朗读感情的升温，奏响了情感教学的最强音。学生的理
解层次自然在加深，语言文字——心灵触动——语言文字，
我认为这就是“带学生在里走一个来回”。



通过写下最想说的话和续编故事，释放学生情感的收获，落
实对语言文字的训练。

一堂课下来，我的心再次掀起波澜，可能由于心情比较紧张、
时间比较仓促，如果我能再多多关注学生深层次的真情感言，
可能会更加丰富对文本的解读，更丰富学生的情感收获。因
为有了汶川大地震，所以课前我预设一定会有更加个性化的
理解，即使稍有偏颇，同样是一份精彩的生成，对于我的课
堂教学是一笔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我要让我的学生每天能
真真实实学语文，真真正正学做人！当然，由于水平有限，
经验不足，本堂课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各位同行的批
评指正。

小学语文鸟的天堂教学反思篇六

《鸟的天堂》一课记叙了作者和他的朋友两次经过“鸟的天
堂”时所见到的不同景象，说明特以及被称作“鸟大榕树的
繁茂奇的天堂”名副其实，表达了作者热爱大自然、赞美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教学前，我深挖课文中的环境教育因素，
明确了“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生态环境好（榕树很大，很茂盛，周围是河流，
气候适宜。）；

其二，是因为这儿的人好（农民不许人捉它们。）同时生态
环境好又有人为的因素。在教这篇课文时，我是这样做的：

课前查找资料有效的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扩大了学生
的知识面，变其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生通过查阅资料，
了解到巴金先生写作的《鸟的天堂》原文，鸟的天堂所在地，
鸟的天堂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原因，形成的时间，老百姓
是怎样保护它的，以及作为保护区和游览胜地，鸟的天堂的
现在的情景。同学们对鸟的天堂了解地越多就越喜欢这鸟的
天堂，这就为下一步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和情感基础。



同学们所查找的资料不是独自享用，而是和其他小伙伴交流
分享，这样他们的知识宝库又有了新的内容，头脑中初步建
立了这样的概念：鸟的天堂是美的，这美是人为的创造出来，
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才能创造生态美。

《鸟的天堂》一文内容写的非常美，语言也非常美，作者的
感情全身心的投入，情也美。然而这一切的美的根源是来自
于生态环境的美！为让这美的生态图深深地根植于学生的内
心深处，引导学生围绕问题主动地进行探究就成为关键。

课后练习是课堂学习的延伸，我设计了这样的练习来延伸绿
色教育：画图或写段导游解说词来表达自己对“鸟的天堂”
情感。通过完成练习，资料、课文再一次地在学生的头脑中
再现，“鸟的天堂”优美的环境成了学生赞颂的内容，热爱
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印入学生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