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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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在上这一课之前，我也让学生观看了动画片《花木兰》。在
观看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人物形象上。
故事情节学生已经了解，怎样让学生从文字中体会人物呢？
因为故事背景的远久，其实孩子们初读课文时是不理解什么
是从军的，所以我觉得课题中的从军是个切入口！

于是读了课题后，我要求他们找出木兰从军的句子时，结果
出现了争议。在引导中他们第一次读了木兰在从军中飒爽的
英姿，有了个初步印象。接着介绍了当时女子不能从军的背
景，孩子们自然产生疑问：为什么木兰要从军？木兰怎么能
从得了军的呢？于是就这样的问题孩子们积极自主的学习了
文本，在扣住紧急为国为家分忧焦急万分理应赫赫战功心爱
等词一次又一次深入体会后，在痛快的'读中表达了对木兰的
忠心赞叹。最后孩子们都发自内心的称木兰为女英雄！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本文是一篇家喻户晓、传诵不衰的动人故事。通过描写木兰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顾全大局、为国分
忧的优秀品质。在讲解“从军”这个词时，我首先让学生们
找出木兰从军的句子，结果出现了争议。在引导他们第一次
读了木兰在从军中飒爽的英姿，有了初步的印象，接着向学
生介绍了当时女子不能从军的背景。学生们自然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木兰要从军？于是就扣住 “为国为家”“分忧”“焦
急万分”等词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让学生对木兰产生由衷
的敬佩。

书后安排了一项想象作业“木兰是怎样说服家人的”。所以
在教学课文第二段的时候我就引导学生抓住木兰的话“自己
理应为国为家分忧”找出木兰忧的原因：北方发生战争，朝
廷紧急征兵，这是国家的忧；征兵文书上有父亲的名字，但
父亲年老多病，难以应征，弟弟年龄又小，够不上当兵，这
是家庭的忧。其次引导学生理解木兰为什么要“理应分忧”：
本来应征入伍是男子的事情，但处在特定情况下，女子也该
承担责任，为国为家当仁不让。这样一来学生就有情可感，
有话可说了。

此时运用“模仿表演”请大家展开想象，演一演木兰是怎样
说服家人替父从军的？这样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拓宽了
学生思维，锻炼了思维能力。

为了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对花木兰的敬佩之情。我还设计
了“赞一赞，唱一唱，讲一讲”一系列多向互动情境，通过
阅读、感悟、表达与创新让学生对花木兰的认识步步深入，
情感进一步得到升华。

学生们敢于“尽情地读，大胆地说”，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不仅说明他认真地参与了，而且积极地思考了。新课程倡
导师生共同成长。从这节课里，我看到了有收获的不仅是学
生，老师同时也大有收获，很受启迪，对二年级学生来说，
花木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记忆里，成了他们崇
拜的偶像。学生乐于学习字词，敢于想象，通过这节课，我
看到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孩子们的回答让
我这个做老师的感慨万千。

反思今天的教学，已不能再简单地理解成传统意义上的教师
的教和学生的学。在教与学的平台上，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课堂教学过程才能真正成为师生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的
过程。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我教学《木兰从军》第一课时的教学程序如下：利用文中插
图导入新课——解题——小组合作预习——全班交流，检查
预习（读准字音，理解部分生词的意思，指导把课文读得正
确流利，概括课文主要内容）——识字、写字。

得：（共3点）

1、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导入新课。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习有
序观察，知道观察人物时可以按照从上到下，从部分到整体
的顺序。一方面利用图中人物的巨大反差引发学生的阅读期
待。

2、识字时充分利用汉字表意功能强的特点，利用形声、会意
等造字法来识字，帮助学生记住字形，理解字义，并由此展
开联想理解生词的意思，进行扩词练习。

3、表扬与指正相结合，时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如不断提
醒学生说话要完整，字音要读准，注意倾听，读帖时要关注
部件间的'关系等，老师有个婆婆嘴，学生才能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受益终生。

失：（共3点）

1、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生字词的教学与课文紧密联系在一起。
孤立地学字词占用了学生读书的时间，因此没有在第一课时
解决让学生人人都能把课文读得准确流利的问题。

2、没能随机应变，充分利用课堂生成的资源。如小组合作预
习的环节，一位学生已经说出了预习目标，教师还要再强调



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其实，这个环节已经成为了一种课堂常
规，不说学生都明白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男”字的教学
也可以顺着学生的思路用追问的方式，就不用在这里浪费时
间了。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沉着机智。

3、识记生字字形时，还在牵着学生走，没有充分地放手。若
让学生自己从生字中找形声字，并说明理由，学生会学得更
主动，字形也会记得更牢。

4、识记字形也要讲究从整体到部分。如学“利”字时，教师
板画后就让学生猜这是个什么字，再追问怎样猜着的，从中
引出字的本义。

晚上，听课的老师们在网络教研中就识字、写字展开了激励
的探讨，使我对语文识字教学中的“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有了更深的认识，相信我镇低年级识字教学课将会更加扎实、
高效。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木兰从军》一课的教学中，有这样一个教学片断：

师出示：1、一天，朝廷下达了紧急征兵的文书。

2、木兰见到上面有父亲的名字，焦急万分。

提问：谁能用最快的速度找出这两个句子中同一字组成的不
同的词语吗？

学生：“紧急”和“焦急”。

师问：他们一样吗？

生1：不一样，紧急是指事情很急，必须马上去办。



生2：紧急就是说一刻钟都不能拖延了，必须马上去办。

生3：课文中就是说，征兵很紧急，说明战争前线急需人去增
加力量；

师微笑着：同学们说得可真好，那焦急又是什么意思呢？

生1：焦急就是很着急的意思，焦急万分就是非常非常的着急，
已经着急得不行了；

师继续：那课文中谁在着急，她到底着急什么呢？

生3：我要补充，她还着急，弟弟很小，也不能去参军；

你觉得木兰是个怎样的人？

生：非常爱国；

生：也爱自己的家人

生：我觉得她爱家人，也爱祖国，

师：于是她最后终于说服家人，——出示（女扮男装，替父
从军）学生连读两遍。

她会怎样去说服呢？同桌互相练说。

片刻之后，学生交流，着实很精彩。

木兰诗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1、压力也是动力。一次难忘的经历。

上这样的课，压力格外大。原因：这是我上生字教学。第一
不能上出模式模块，第二学生对拼音掌握不牢。他们不能自



主自学。

2、好的教学设计是上好课的基础。

教学设计我简洁明了，提纲思路虽然也能清晰记下来，但总
是觉得自己的教学设计不能接近现在的公开课甚至作秀课堂。
山穷水尽之时同事的导航引路使我做到心里有数。两节课的
教学目标分别定位于：第一课时：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识记
本课17个生字。第二课时：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从
目标中可以看出学生的主要活动就是朗读课文了，读正确、
读通顺、读流利、读出感情直至熟读成诵。这样明确了教学
目标之后，但是在第一教学生字教学中模式的形式环节不完
整。

1、认读生字期间，由于自己不慎，开火车读后，又开火车
给17个生字组了一遍词，浪费学生的时间，真正叫学生练字
的时间几乎没有，这一点恰是低年级教学的一处硬伤。

2、课堂上的对小组的评价耗时过多，怎样进行有效甚至高效
评价是下来研究的方向。

课文《木兰从军》教学反思3

本课为《木兰从军》第二课时，教学目标为：品读课文，在
阅读和体悟中感受花木兰为国为家分忧、战功赫赫的英雄形
象。能在情境中展开合理想象，用几句话写出木兰说服家人
的话。品味课文中的精彩语言，读出感受。

教学中以读为主，采用丰富多彩的朗读形式，如自由读、默
读、男女生读、

分组读、配乐读，想象读等，教师以评价促进学生朗读能力
的提高。如“我好像看到了木兰英姿飒爽的样子！”“我感
受到了木兰保家卫国的急切心情！”以评促读，读中加深感



悟。

抓住重点词语，充分调动学生生活经验。如“焦急万分”一
词的学习。先是读第二小节，找一找朝廷下达征兵文书后，
木兰的心情怎么样？说说自己对“焦急万分”的理解，读好
词语后联系生活“小朋友们在生活中，可能也会有焦急万分
的时候，愿意说给大家听听吗？”联系课文“木兰又为什么会
‘焦急万分’？”找出相应的句子，相机介绍背景，进入情
境，想象说话，体会面临家忧时，木兰焦急万分；面临国忧
时，木兰更加焦急万分。学生能通过朗读表现出木兰一次比
一次焦急的心情。并进行了适度拓展，帮助学生进入文本情
境。

“如果你就是花木兰，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集体交流后相机请学生补充电视上了解到的战争场面。“木
兰也知道战争的危险，但是她为了保卫国家、保护家人，毅
然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理应为国为家分忧。“当木兰把
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家人一开始同意了吗？你们现在就是
木兰的家人，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木兰从军？”学生从多角度
换位思考，从家人的角度说出了自己对木兰从军的担忧之情。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男人的事。女子的力气没有男子
大。”“要是木兰被发现是女子，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满
门抄斩啊！”“一旦上了战场，就可能战死，再也回不来
了！”“家人非常担心木兰的安危，百般劝阻，如果你就是
花木兰，你会怎样说服家人呢？”学生进行角色转换，写出
了许多精彩的句子——“父亲，您年老多病，恐怕连骏马都
跨不上去。弟弟小，连枪都拿不动。我去最合适。” “现在
国家遇到了困难，情况很紧急，我自小习武，身强力壮，就
让我去吧！”“我会女扮男装，不会让人发现我是女子
的！”与人物心灵对话，可以帮助学生充分感受到花木兰爱
国爱家的英雄形象。

阅读教学中的写话受教学时间限制，指导的实效性还不够明
显。如何充分发挥同伴互助的作用，进行有效的修改或指导，



使每位学生写话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升，是今后研究这类课
型模式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