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谁选择了我们 对课文读书要有选
择的教学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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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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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选择了我们篇一

《读书要有选择》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它主要讲人们可以
读的书浩如烟海，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把所有的书都读完，
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是有选择地来读。文章告诉我们读
书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名人传记、科普类书籍、
工具书等来读。课外阅读是学生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对于学生的智力培养、知识积累，还是思想发展都有着
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引导学生自学，教给自学的方
法，提高阅读的效率是这堂课主要的.教学内容。

我首先引导学生围绕课题进行质疑：为什么要有选择？可以
选择哪些书？怎样选择？这些疑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接下来组织多种形式的自主阅读，初读整体了解课文内容，
把课文读通读顺；指读检查自学效果，把握文章层次；研读
读出自己的感受，批注写出自己的个性。几个轮回下来，学
生对课文内容烂熟于心。

作为一篇科普性的文章，仅仅让学生掌握文章内容是远远不
够的，学会选择好书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我在引导学
生研读的基础上，围绕如何选择书籍，设计了一组写话练习。

当然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在
今后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加以引导。我真诚地希望所有的学生



在选择中读书，与好书为友，徜徉书海，沉浸阅读，真正让
读书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阅
读中快乐成长。

谁选择了我们篇二

第一，可以选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已有定评
的古今中外名著。这类书籍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
术水准。读了这些书，我们就能很形象地知道什么是美什么
是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样的人
生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感情才是美好的……在得到精神
陶冶的同时，我们还会明白，什么样的文章才是真正出色的
文章。

第二，可以选读一些名人传记。领袖人物、爱国先贤和科学
家的传记，会向我们展现他们成长的足迹、奋斗的历程和光
辉的业绩；展现他们高尚的情操和执着的追求。这类书曾经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巨大贡献，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
和高尚的人谈话。”读这些人物的传记，我们也仿佛是在聆
听他们的教诲，接受他们的思想，这对我们的成长是非常有
意义的。

第三，可以选读一些科普类的书。这类书通俗易懂，生动有
趣，既可以学到各方面的科学知识，也可以启迪智慧，帮助
我们插上幻想的翅膀，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此外，还可选择一些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
这些都是最好的“无声老师”，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
就可以随时向它们“请教”。

选择什么样的读物，往往因人而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选择合适的`读物。当然，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可以
通过读书来培养的。一般说来，一个人兴趣越广泛，读的书



越多，他的视野就越开阔，也就越能增强自己的才干。社会
在不断进步，科技在飞速发展，我们应该通过有选择的读书
来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选择读物，还可以多向老师或父母请教，或征询读过这些书
的同学的意见。

选择合适的读物是一种本领。掌握了这种本领，就能帮助你
用有限的时间去读更多的好书，去获取更多的知识。

扩展阅读：

学习过程：

一、唤起生活积累，激发“阅读期待”

听了同学们的介绍，你知道了些什么？还想知道些什么？

你觉得在我们已掌握的这些好的读书法中，还应该注意些什
么？

小结，揭题板书：读书要有选择

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最想了解什么？

归纳：为什么读书要有选择？可以选择哪些？怎样选择？

二、自主阅读感悟，开展“阅读反思”

1、初读：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问题走进课文，相信你们自己
能解决的。在读书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把课文读正确，你行
吗？老师非常相信你们的能力，到时候，让我们大家欣赏你
的读书情况。

2、指读：安排学生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并随机正音和理解



重点词语，如“无可厚非”“日新月异”等。

3、了解：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

4、品读：开展阅读思考。你读懂了什么？运用批注式阅读的
方法自主读文，并在书上随时记下你的收获。可以是关键词，
重点词等等。也可与同桌小声地进行交流，分享彼此的收获。

5、评读：交流自己在读书时的感受，随机进行朗读指导。

三、再读课文质疑，培养“阅读批判”能力

1、同学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疑惑？请你们再快速地
浏览一下，记下你的疑惑，可先与同桌进行交流。

2、交流：

b、我觉得一些“幽默故事”也可作为我们的读物；

c、我们还可以上网阅读，读同龄人的一些著作，因为它贴近
我们的生活实际。（提示这是一个好去处，但同时介绍一些
注意点）

d、我觉得一些好的《习作选》也可成为我们的读物。

除此之外，还可引导学生对“为什么要选择？”“怎样选择
展开补充和交流”。

教师小结。

四、再读感知写作特色，进行迁移练习

同学们在读2~5小节的时候，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交流（条理清楚，分类说明等）

依据这样的写作特色，开展迁移性练习。

如：抓住“读书为什么要有选择”这个话题展开叙述，可分
类进行；如抓住“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应该怎样选择？”等话
题展开，当然也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在以前选书的时候，有
什么好的方法，要注意什么等，通过这课的学习，你还知道
了应该怎样选择等。

谁选择了我们篇三

“左、右”的内容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前、后、上、下等内容
的基础上进行的。本节课的目标是让学生通过有趣的活动领
会左、右的意义，能用语言描述物体的左、右位置关系（教
学的重难点），体会左、右的相对性（教学的难点）。为了
让学生比较深刻的认识物体的左、右相对位置关系，老师把
本知识点的切入口放在了学生十分熟悉的生活习惯上。老师
组织学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左、右开展有趣的游戏活动，通
过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玩中学，乐中悟。

《未来道路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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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选择了我们篇四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熟悉两条绿线内的两个生字，了解可以选择的读物类型并
初步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读物。

3、通过学习课文，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树立正确的
读书观。

教学重点

了解可以选择的读物类型。

教学难点

学会选择适合的读物。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学生交流自己喜欢读的书。

2、出示关于读书的名言，谈谈感受。

3、我们怎样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呢？

二、揭示课题提出问题

1、我们今天一起来研究有关读书的文章《读书要有选择》。



2、请围绕课题提出自己最想提的两个问题。（教师归纳：为
什么要选择读书？可以选择哪些？怎样选择？有什么好处？）

三、学习课文解决问题

（一）、出示自学提示

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词，查找资料理解不懂的生字词；

2、我们读书为什么要有选择？

3、我们可以选择哪些读物？选择这些读物有什么好处？

4、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读物？

（二）、学生自学

（三）、检查自学情况

1、认读生字词。

2、指名读课文，随机正音。

（四）、交流

1、我们读书为什么要有选择？

2、我们可以选择那些类型的读物？选择这些读物对我们有什
么好处？

3、我们应该怎样选择读物？

（通过学生交流、汇报，让学生了解可以选择的读物及好处。
学生边汇报边板书。）



四、总结课文知识迁移

1、总结：在茫茫书海中，我们要有选择的读书。应该选择怎
样的读物呢？这要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要根据自己的爱好、
爱好来选择。当然，还可以向老师、同学请教。社会在不断
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我们要通过有选择的读书来扩大自
己的知识面，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

2、迁移：谈谈你打算选择怎样的读物。

3、书是人类的精神粮食，是人类进步的不断动力。人们已经
把书进行各种比喻，出示《书的妙喻》。书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读物，努力读书，为我们的社会增添
一份光彩。

五、课堂延伸

请同学们向你的好友推荐一本书。

[《读书要有选择》教学设计]

谁选择了我们篇五

学习过程：

一、唤起生活积累，激发阅读期待

听了同学们的介绍，你知道了些什么？还想知道些什么？

你觉得在我们已掌握的这些好的读书法中，还应该注意些什
么？

小结，揭题板书：读书要有选择



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最想了解什么？

归纳：为什么读书要有选择？可以选择哪些？怎样选择？

二、自主阅读感悟，开展阅读反思

1、初读：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问题走进课文，相信你们自己
能解决的。在读书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把课文读正确，你行
吗？老师非常相信你们的能力，到时候，让我们大家欣赏你
的读书情况。

2、指读：安排学生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并随机正音和理解
重点词语，如无可厚非日新月异等。

3、了解：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

4、品读：开展阅读思考。你读懂了什么？运用批注式阅读的
方法自主读文，并在书上随时记下你的收获。可以是关键词，
重点词等等。也可与同桌小声地进行交流，分享彼此的收获。

5、评读：交流自己在读书时的感受，随机进行朗读指导。

三、再读课文质疑，培养阅读批判能力

1、同学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疑惑？请你们再快速地
浏览一下，记下你的疑惑，可先与同桌进行交流。

2、交流：

b、我觉得一些幽默故事也可作为我们的读物；

c、我们还可以上网阅读，读同龄人的一些著作，因为它贴近
我们的生活实际。（提示这是一个好去处，但同时介绍一些
注意点）



d、我觉得一些好的《习作选》也可成为我们的读物。

除此之外，还可引导学生对为什么要选择？怎样选择展开补
充和交流。

教师小结。

四、再读感知写作特色，进行迁移练习

同学们在读2~5小节的时候，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交流（条理清楚，分类说明等）

依据这样的写作特色，开展迁移性练习。

如：抓住读书为什么要有选择这个话题展开叙述，可分类进
行；如抓住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应该怎样选择？等话题展开，
当然也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在以前选书的时候，有什么好的
方法，要注意什么等，通过这课的学习，你还知道了应该怎
样选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