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酒教学反思(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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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春酒教学反思篇一

《春酒》是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本
单元以民间文化为主题，所选文章涉及趣味盎然、生动丰富
的民风民俗以及民间艺人轶事，文笔生动，妙趣横生。琦君
的散文，多写童年记忆，母女之情，友伴之谊。童年、故乡、
亲人、师友占据了她创作题材的绝大部分，她以中国传统温
柔敦厚的情怀，以细腻温婉的笔致，将这些营造成了一个艺
术世界。

《春酒》则是一篇诗化的散文。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故
乡浓浓的风土人情，抒发了对童年、对故乡和对母亲的无限
追思之情。“我”的天真可爱，母亲的善良能干，乡人的淳
朴厚道，都令人神思飘飞。如诗一般的生活织就了如诗一般
的童年，而作者又用如诗般语言描绘出这一切：儿童圣洁的
心灵，美好的生活情趣，这是一种对人性的讴歌和赞美。

因为第一次参加微课的讲课，内心着实不知道二十分钟的课
该如何上。私下请教了一些前辈，他们给了我真诚的指导，
在此致谢。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
积极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阅读有三
境界：“吞”、“啃”、“品”。“吞”至其博，感知文



意;“啃”至其深，读懂作者，体悟深情;“品”至其灵性，
领略韵致，读出韵味。我想《春酒》文字素淡却意蕴丰厚，
更须细酌慢品，完全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设计。

结合八年级的学生积累了一些散文知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
知识和生活经验，我引导学生凭借这些知识经验朗读和欣赏
文学作品，在逐步的情感体验中，初步领悟作品内涵，从中
获得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感人的
情境和形象，通过反复的朗读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就非常好
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这节微课的教学目标定位成通过反复
朗读品味文中的细节和关键词句体会琦君对春酒的喜爱，乡
亲们之间相处的融洽，母亲对我的信任和爱，从而理解远在
异国他乡的琦君因为再也做不出家乡味道的那份惆怅和感伤。

本节课，如果说有可以放心的地方，那就是学生在短短二十
分钟内朗读，品读的能力有了充分的时间展示。这是我们平
时的教学中舍不得浪费时间去做的，而恰恰又是学生最需要
的。

课后，评委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大致有以下几类。

首先，关于对课文中能够表达情感的写法的挖掘。文本中有
一处非常好的地方能表现出儿时的琦君对于春酒的喜爱，课
堂上孙思悦同学已经朗读出来了：可是说实在的，我家吃的
东西多，连北平寄来的金丝蜜枣、巧克力糖都吃过，对于花
生、桂圆、松糖等等，已经不稀罕了。那么我最喜欢的是什
么呢?乃是母亲在冬至那天就泡的八宝酒，到了喝春酒时，就
开出来请大家尝尝。

多好的一处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更能表现处出琦君对于春酒的
热爱。遗憾的是我对这句并未做过多的品读，一略而过。想
来确实心太急。



其次，需要让学生体会的春酒的味道中关于对乡邻的纯朴厚
道，母亲对琦君的爱品读的还不够到位。我反思问题出在心
里老想着不能超时，毕竟不是一节四十分钟的常态课，第一
次上心里没谱，有些品读就只能浅尝辄止了，还是心急了。
实际上琦君对于春酒的印象不仅仅是感觉到甜，开心和陶醉，
乡邻融洽的关系，母亲对我的宽厚，都是日后乡愁的元素。

再次，课上关于余光中的《乡愁》是有着更深更高的情感价
值，但时间原因不能够把春酒的游子乡愁与之更好的衔接，
也是一件憾事。另，酒与乡愁好像是一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
课上如果没有时间拓展，可以将此项留在课下，与之相关的
还可以让学生写一写让自己难忘的家的味道。

感谢评委老师给我最中肯最专业的建议。一节课，二十分钟，
转瞬即逝，而留给我的思考却依然在继续，我想成长的味道
就是如此吧。春酒一杯家万里，一切尽在文字中，切尽在平
淡中。希望我们都有一颗善良平和诗意温情的心，用这样宁
静的深情酿造一杯属于自己人生的春酒。

春酒教学反思篇二

针对去年“识春酒，知文意”“品春酒，懂琦君”“醉春酒，
悟乡愁”几个环节，今年我围绕“春酒”这一个民俗，以此
为切入点，设置“春酒之乐”“春酒之俗”“春酒之情”三
个环节。通过引导学生感受春酒这个节日的乐趣入手，表层
了解春酒，然后再跳读课文找出民俗，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积
累，最后品读课文重点段落，领悟情感达到走进春酒，品出
乡愁的情感目的。对比这两年的教学设计，结合今年执教的
感受，有几点反思和心得。

都说教师积累了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的确如此。今
年，在讲解课文之前，我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搜集和整理琦君
的个人资料上面，教学反思《《春酒》教学反思》。经过整
理发现了琦君的很多生平经历，让即使未读过这篇文章的学



生已经了解了琦君其人其事其情。尤其是将琦君的一些作品
中的一些原话汇总串联，让学生对琦君的心情有了先前的感
知。我在读过这些作品后很感动，也很理解了琦君的心情。
正是这种情愫才会让她想写《春酒》。

结合暑假培训研修所感，教师可以将自己搜索到的这些资料
在课前或课后发在班级博客上，引导学生浏览了解。也可以
将自己的个人空间开放给学生。

本文在第一单元中属于民俗这个主题，所以在制定教学环节
时一定要考虑单元主题。针对民俗这个主题，搞清琦君写作
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制定教学设计。通过设置以上三个环节，
了解了民俗，感受了童真童趣，领悟了乡愁。主线明晰，简
洁而实用。

读懂文本，才能更好地走进文本，才能带给学生一个不同的
书中世界。

春酒教学反思篇三

是一杯“母亲酒”，是一杯“思乡酒”，所以，在学习活动
的最后，我安排了“酿‘春酒’”这一环节，目的是学生在
对文本有着深入体验后，酿一杯自己的“春酒”，抒写一下
自己记忆中饱含浓浓乡情、亲情或友情。其实生活中任何一
个细节如果蕴藏着一份美好的情感都是一杯香甜的“春酒”。
这一环节恰好运用上了“品春酒”、“醉春酒”的环节中学
生们的品析探究成果，即写法的探究学习。于是，学生写起
来也会有章可循，充分利用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520/，
实现了与作者的情感共鸣，达到教学目标与生成。最后，为
实现学生情感的升华，让组长把小组成员写的句子整理，小
组采用不同方式朗诵。

回顾整节课，虽然环节流畅，教学任务完成，但还存在一些
不足：



1、追求完美的同时会有一种缺失，在细节处理上不够运筹帷
幄，比如小组合作学习重视了过程，而没关注到每个小组成
员学习细节，小组展示不够，生成还可以更自然些。

2、课堂缺乏教师的诵读，教师应当带着与目标相关的感情投
入到讲课当中，将学生带入文本。

4、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学生写作需要时间酝酿，知识到能力
的迁移是一个过程，有时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学生展示面
太小。

其实语文教学真正要做的是，结合学生的具体实际，营造良
好氛围，去启发学生，让学生与文本产生深刻的、内在的交
流与沟通。

粗浅的反思却是我真实的心声，人们常说：经历是人生一大
财富。这节课的经历，我深刻地反思其中的得失，汲取经验，
为的是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教学工作，这才真正算是我人生一
大财富。

春酒教学反思篇四

这堂课上完后，自己感觉还不错。教学目标基本完成，学生
配合也积极。但回过头来思考这节课，这节课我觉得优缺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了对语文知识的传授。在以前的公开课上，我从来没
有讲过作者和字词，因为我认为讲这些东西会使讲课的思路
不连贯。但是，渐渐地，我意识到这种讲法是不科学的。作
为初二学生，对于生字词仍还处在积累阶段，如果淡化了字
词，学生的字词积累就不够，语文的基础知识也就不牢。

2、创造了轻松的平等交流的氛围，活跃了课堂气氛。不管是
在导入部分，还是在自由朗读，品读细节阶段，我都给了学



生充分发言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发挥学生的自主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对教材的自我理解、自我解
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尊重他们个人的感受和独特见解。

3、情境营造了良好的情感氛围。成为本节课致胜的关键。思
乡这一主题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说不算陌生，但体会毕竟是不
深的，让学生感受情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教学中，
我首先朗诵一段有关思乡的寄语，让他们对思乡的情感有了
初步的感受，紧接着播放了余光中的《乡愁》的朗读录音，
学生对思乡的愁苦感受又进了一步。

1、教学环节的衔接处理不够自然。课堂环节的紧凑、自然，
更能突出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凸显教师扎实的教学能
力。在课堂中，我忽视了教学环节的衔接，处理略显生硬。

2、教学中，学生朗读不够充分。语文课堂少不了读书声，有
了朗朗读书声的课堂，才是真正的语文课堂。由于学生的朗
读不足，才导致了在后面环节中学生的活动虽热烈却不够深
入。

3、课堂活动中，学生对文本的发掘不够充分。在本节课的活
动中，学生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仅能把握语言的文本意味，
对于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情感意蕴体会不够，这主要基于
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引领不足。

浅陋的思考但却是我最真实的心声。恳请得到各位同行的热
情指教，同时对给予我鼓励、支持和指点的教师们致以最真
诚的感谢。我知道这些言辞已化为一束温暖的光，照亮我执
着前行。

春酒教学反思篇五

回顾整个教学的过程，比较成功的地方和启示有：



一、遵循规律，引爆情感

语文学习的过程，既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发展的过程，又
是一个不断积累、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要到达的
境界应当是学生“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
乐趣”，这贴合人的认知规律，尤其是语文学习的规律。课
堂教学过程中，当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当学生的注意力高
度集中，当学生的参与状态热烈，当学生的情绪状态亢奋，
当学生的思维状态活跃，这些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混合在
一齐并到达必须程度时，教师的点拨引导就如一颗火星，随
时随地都会点燃学生心中即将爆发的学习活力，这时候，学
生对文本的解读和顿悟片刻便会构成燎原之势。在这一教学
课例中，正是有了课堂上前面诸多环节的蓄势铺垫，才会有
后面学生思维火花的.闪耀和智慧活力的迸发！而这，几乎不
是经心的预设所能到达的！

二、穿插引进，巧用资源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性地开
展各类学习活动”。教学过程中，穿插引进同类诗词，从教
法上来说，配合了教学资料，有机地“切”入一些与课文学
习有关的资料，能够让阅读教学变得丰满厚实，情趣盎然，
优化了教学资料，完善了课堂结构，让学生透过文本，看到
更加深刻、更加广阔的世界。本节课当中，适时的拓展延伸，
让教学资料适当“增容扩面”，帮忙学生开展同类作品
的“联读”，既为原文找到了充足的配读资料，又能让学生
体会到跨越文体的诗文在取材角度、语言表达、情感流露、
辞格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独到之处，更重要的是，资料
的切入，“联读”的运用，不仅仅成为课堂教学后半部分生
成性学习的助推器，更在不经意间，为学生创造性的写作阅
读供给了方法的指导和思路的借鉴，有力地推进了学生对文
本的深度理解，有效提高了阅读的质量和表达的本事。

三、创意阅读，个性对话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教师
在课堂上应利用阅读期待，让学生在主动进取的思维和情感
活动中，进行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逐步学会探究性阅读和
创造性阅读，拓展思维的空间，提高阅读的质量。”新课标
还引进了“对话”这一理念，认为阅读是读者与文本、作者
进行生命对话的动态过程。而写作，则是语文课堂上的另一
种对话。在这个教学案例中，学生对散文的诗意阅读其实已
经完成了阅读的一次升华，这种阅读是学生的一种探究性阅
读、创造性阅读，其形态就是运用诗歌这种语言形式对散文
作品进行诗意解读。这种解读，能让学生简便上手，学用语
言，抒发情感，表达心声，训练思维，发展本事；这种解读，
勾连起学生的生活积淀和情感积累，“披文以入情”，言之
有物，言能由衷；这种解读，是在“自然迁移”当中获得熏
陶感染，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润物无声”。

春酒教学反思篇六

《春酒》这篇文章作者因情而作，最值得挖掘的一个角度就
是作品体现出来的浓浓的亲情、乡情。所以本节课的教学关
键就是要触发学生情感，使学生对文中美的人、美的事、美
的物油然而生喜爱、向往的欲望。这堂课，我想构筑的就是
这样一个充满情感化的语文课堂，采取了相应的教学手段，
激活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在教师充满情感的教学中始终
处于愤悱状态，从而和文本和作者和教师激起情感共鸣。所
以，我将教学目标设定在领会文章的情致，理解文章表现的
思乡这一主旨。然而这种情感是经过什么展现出来的呢？便
是本文那突出的、精彩生动的细节描述。于是，品味精彩语
言，关注细节描述，感受作品意蕴便也是教学目标之一了。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识‘春
酒’——品‘春酒’——醉‘春酒’——酿‘春酒’”四个
环节，四个环节层层深入，从读到赏再到写，到达升华。实
现了我校推进的“高校课堂模式”流程与思路。



从学生的认知特点来说，我认为本课做到了循序渐进、层层
深入，让学生在逐步深入的文本挖掘过程中体验情感，层层
推进，发掘意蕴。这也得益于教学环节设计的严密性和层次
性。实现了我校“高效课堂”提倡的“自主、合作学习”的
教学模式的运用。

从课堂教学空间主题来看，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有一个贯
穿课堂的主线，那便是学生的“读”，课堂上采用了多种形
式的“读”。例如“识‘春酒’”这一环节指名朗
读，“品‘春酒’”这一环节的自由朗读和团体朗
读，“醉‘春酒’”的细节品读，都是为了能够做到深入发
掘文本内涵。《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初中学生在阅读欣赏文
学作品学习上，能有自我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内涵。
这堂课把课堂还给了学生，让学生多了一些自我对文本的理
解和阅读体验，教师少了一些高谈阔论，实现了课堂实效的
最大化。

《春酒》是一篇自读课文，所以，它也肩负着以读引思的任
务。经过整堂课的读、思、品，学生已经明白，文中的“春
酒”已经不是一杯简单的“春酒”，是一杯“母亲酒”，是
一杯“思乡酒”，所以，在学习活动的最终，我安排
了“酿‘春酒’”这一环节，目的是学生在对文本有着深入
体验后，酿一杯自我的“春酒”，抒写一下自我记忆中饱含
浓浓乡情、亲情或友情。其实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如果蕴藏
着一份完美的情感都是一杯香甜的“春酒”。这一环节恰好
运用上了“品春酒”、“醉春酒”的环节中学生们的品析探
究成果，即写法的探究学习。于是，学生写起来也会有章可
循，充分利用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520，实现了与作者
的情感共鸣，到达教学目标与生成。最终，为实现学生情感
的升华，让组长把小组成员写的句子整理，小组采用不一样
方式朗诵。

回顾整节课，虽然环节流畅，教学任务完成，但还存在一些
不足：



1、追求完美的同时会有一种缺失，在细节处理上不够运筹帷
幄，比如小组合作学习重视了过程，而没关注到每个小组成
员学习细节，小组展示不够，生成还能够更自然些。

2、课堂缺乏教师的诵读，教师应当带着与目标相关的感情投
入到讲课当中，将学生带入文本。

3、虽然课堂流程有具体时间分配，但实际操作中还不够科学。
在品读细节环节上，所用的时间稍微有点多，因为学生回答
问题声音太小，因而有时教师又重复说一遍。这样既耽误了
时间，又显得教师说的太多，4、在最终一个环节中，学生写
作需要时间酝酿，知识到本事的迁移是一个过程，有时不可
能立竿见影，所以学生展示面太小。

其实语文教学真正要做的是，结合学生的具体实际，营造良
好氛围，去启发学生，让学生与文本产生深刻的、内在的交
流与沟通。

粗浅的反思却是我真实的心声，人们常说：经历是人生一大
财富。这节课的经历，我深刻地反思其中的得失，汲取经验，
为的是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教学工作，这才真正算是我人生一
大财富。

春酒教学反思篇七

是一杯“母亲酒”，是一杯“思乡酒”，所以，在学习活动
的最后，我安排了“酿‘春酒’”这一环节，目的是学生在
对文本有着深入体验后，酿一杯自己的“春酒”，抒写一下
自己记忆中饱含浓浓乡情、亲情或友情。其实生活中任何一
个细节如果蕴藏着一份美好的情感都是一杯香甜的“春酒”。
这一环节恰好运用上了“品春酒”、“醉春酒”的环节中学
生们的品析探究成果，即写法的探究学习。于是，学生写起
来也会有章可循，充分利用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520/，
实现了与作者的情感共鸣，达到教学目标与生成。最后，为



实现学生情感的升华，让组长把小组成员写的句子整理，小
组采用不同方式朗诵。

回顾整节课，虽然环节流畅，教学任务完成，但还存在一些
不足：

1、追求完美的同时会有一种缺失，在细节处理上不够运筹帷
幄，比如小组合作学习重视了过程，而没关注到每个小组成
员学习细节，小组展示不够，生成还可以更自然些。

2、课堂缺乏教师的诵读，教师应当带着与目标相关的感情投
入到讲课当中，将学生带入文本。

4、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学生写作需要时间酝酿，知识到能力
的迁移是一个过程，有时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学生展示面
太小。

其实语文教学真正要做的是，结合学生的具体实际，营造良
好氛围，去启发学生，让学生与文本产生深刻的、内在的交
流与沟通。

粗浅的反思却是我真实的心声，人们常说：经历是人生一大
财富。这节课的经历，我深刻地反思其中的得失，汲取经验，
为的是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教学工作，这才真正算是我人生一
大财富。

春酒教学反思篇八

选择《春酒》，最主要的原因我读出了我的童年。隔着时空
的烟云，家乡的人事，如果有颜色，也是一片暖橙色，蒸腾
着春节灶间的烟火气。

又是春节，大人照例忙着备年货，小孩们是帮不上忙，又唯
恐我们乱说话招了忌讳，就被大人从家里赶到外边玩去。记



得有一年，奶奶和姥姥一齐蒸过年的包子和花馍，我和妹妹
好奇地在她们腿边转来转去，看面团在奶奶灵活的手下变成
蝴蝶，小兔子，小燕子，黑豆做眼睛，尾巴上缀着红枣。小
燕子是给我们几个孙女吃的，小兔子仅有男孩能吃。

看着看着，妹妹说，还有好多面啊，啥时候能蒸完呢。姥姥
听了，作势要拧她的嘴，又赶快像神灵解释，说小孩不懂事，
不和她一般见识。过年是不能嫌东西多的。

至于男孩女孩吧，倒没有像琦君那样，因为是女孩，而有诸
多禁忌的。

琦君笔下的乡亲总是那么和睦，除了民风的确淳朴，我觉得
还是和作者的童年视角有关，小时单纯，总是留意到温馨的
细节，大人间的嫌隙，人世的复杂还没领略，就远离了家乡，
留在记忆里的多是静好的岁月。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妈和二大爷一家关系恶化，之后见
面互不搭腔，有时我妈要求我们不许和二大爷一家说话。我
往往口头答应，但并不照做，站在我妈立场上，我理解她。
但我始终不能忘了小时候爸妈做生意，夏季的一天，下了暴
雨，我和妹妹躲在屋檐下瑟瑟发抖，胡同尽头出现了二大娘
的身影，她举着一把伞在大雨里奋力前行，因为放心不下仅
有两个孩子在家，赶来接我们去她家。从她们家到我们家，
中间隔着半个村子，还要翻过一个大坑。其他爸妈不在家的
日子里，我和妹妹成天和堂哥堂姐一齐玩，去瓜田去河边，
一齐写作业，一齐吃饭，那时较珍惜的苹果，往往都是我和
妹妹吃，没有堂哥的份。她待我们是毫无芥蒂的。

之后，我爸爸说，大人是大人的事，和你们小孩无关，你们
该怎样样还怎样样。可是长大了，究竟没有小时纯粹了。

有时，爸妈怕我们乱跑危险，不上学的周末，他们出门时，
就把门从外边锁上，可是正是好动的年龄，想出去不得，我



和妹妹哭了起来。邻居家大爷听到了，就把我们从墙上接过
去，得以和小伙伴一齐玩。还对我妈说，你还想不想让孩子
长个了，你看天天晌午俩孩子吃的啥，喝点早上的剩饭，不
够可怜的。

其实他不明白，据妈妈说，她那时侯回到家，一看早上的饭
还剩在那，我们并没有吃，默默哭了好多次，之后最终决定
开饭店，仅仅是为了不耽误孩子长个而一切从头开始。

我妈是心里很有分寸，很要强的人。是我们家的军师和参谋
长，凡是重要决策，都是她下达，我爸主要负责执行。其实
谁不想无忧无虑呢，只可是现实所迫，我爸老实，她就自觉
得要撑起门户，我记忆里她都是短发，其实她也有长发飘飘，
柔弱似水的时候，那是她出嫁前的一张全家福，可是岁月把
她磨砺成了强人。

不变的是对儿女永远的牵挂，昨日晚上打开微信，妈妈的一
条语音发来，惦记着我的感冒，说我老是说自我忙，但再忙
也要抽时间买条羽绒裤子去。还经常叮嘱沐沐不要总是缠着
妈妈，要让妈妈休息，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

曹教师评课时提到一位青年教师，如果没有三到五年解读文
本本事的训练，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文本解读是教师的基本
功，此项解读要求教师抛开教参，读出自身感悟，成一家之
言。其实早在这之前，我就意识到了自我在文本解读方面存
在的不足，过于依靠教参，不自信，虽也有自我发挥的成分，
但最终记到笔记上，考试的部分，必须是教参上的答案，真
像教书匠了。

经常一节课上完，觉得空落落的，买了一套《孙绍振文本解
读丛书》，看了几本以后，仍然觉得云山雾罩，方向不大清
晰。之后我想，文本解读就是提倡教师首先最大限度深入文
本，一遍遍反复阅读，抛开教参，读出最触动自我的地方，
然后再以自我的阅读感悟启发学生。试想，感动不了自我的，



何以强行分析如何感动学生呢。

读书受个人经验阅历所限，读有所得，得有不一样。教师不
是要让大家的感悟都一样，是开发更多的触角读文章，关注
最基本的文字细节，在设计的时候，我确立的主线就是经过
细节描述品析春酒中蕴含的完美丰富的情感，执行还是较流
畅，时间把握刚刚好，可是还是有浮光掠影之感，回答问题
的同学不少，但仍然局限于程度较好的同学，平时基础较差
的同学，参与程度较低，甚至个别同学打瞌睡，这就是我平
时和同学们说的课堂上的背景板，有时候是学生自我把自我
静止为背景，也有时候是我们的脚步太快，没有等等他们，
公开课，时间规划尤其重要，为了完成教学环节，忽视了不
一样基础的学生掌握情景。

等等他们吧，等他们静静读，细细想，慢慢品。

慢工出细活。曹教师提到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教师用的就是最
慢的方法，把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写到教案上，备课精细至此。
自问，平时的备课，只备主要问题，列好答案，批注好细节，
就去上课了。所以课堂不严谨，会出现瑕疵甚至失误。于是
午时备《云南的歌会》，我想用这个笨方法，踏踏实实把课
堂上可能出现的每一句话写到教案上，事实上两节课的时间，
我连一节课的资料都没有备出来，可是教案却写了四张了，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精细备课，非勤奋无解了。在假期中，
自我也会暗暗立志，必须每一天精备一课，争取把教材备透，
然而坚持没两天，借口带孩子，又抛之脑后了，时间，挤挤
总是有的，带一轮过去，如能留下详案，加上反思，威力非
同小可。

曹教师说最高境界要到达人课合一。六年来，有时上完课，
烦恼全消，嘴角带笑，脚下生风，再看众孩儿，眼神灼灼，
不知铃声之既响。此时，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沉默，感到充实。我将开口，袭来一阵空虚。



勤奋、反思、梦想、文本解读、课堂驾驭、情绪管理、教育
艺术，差得尚远，不动声色成长吧。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自我的不足，不拿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当挡
箭牌，何况也挡不住什么。

春酒教学反思篇九

任何一个课堂的准备都不是教师个人的思想体现，每个环节
都要以学生的接受状况和呈现状况来精心考虑和安排。问题
的设置，教学方法的使用等都是围绕学生这个中心角色来安
排。每个过程都要想到可能的或未知的。所以，准备过程就
是教师脑海中一个简单的假想过程中的师生对话。这是我备
课过程中最大的心得体验，也是最呕心沥血的一个准备过程。

上课过程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情境导入，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的情绪调动是课堂关键，
所以，在学生走入课堂的等待过程中，播放他们最熟悉的儿歌
《外婆的澎湖湾》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然后问他们的童年
有何趣事，这是一个有话可说的问题，学生的话匣子随之打
开，有趣的故事让学生忍俊不禁，都在津津乐道，欢乐的氛
围潜入课堂。

在此课的设计中，我主要抓住导语中“最美好的回忆”设置
问题：1回忆了哪三件事（把握内容）；2在这些回忆中有哪
些美好的人（人物赏析）；3，为何这些回忆是最美好的？其
中包含了哪些味道？（情感挖掘）这三个问题设置，概括了
文中内容，品味了语言，赏析了人物，感悟了情感。

散文的教学一定离不开朗读，这篇清新素淡有典雅隽永的文
章更适合朗读。所以在品味语言，赏析人物这个环节我指导
学生朗诵，在对最后一段的朗读中去感悟并内化共鸣思乡情。



语文的学习是听说读写的一个整合过程，学生的练笔训练也
很重要。在情感被唤起的当下更容易情动于心而发于言，考
虑到这个扩展延伸部分，引用余光中，席慕容，舒兰的诗可
能比较多，我就没有再朗读了，直接出示席慕容的诗给他们
写作一点借鉴，最后呈现教师自己的小诗句来互动分享并结
束全文。师的写作并朗读获得学生的掌声，这可能是我遗憾
的课堂最温馨的感动了。

音乐的魅力是无法言喻的，快乐的能感染人，幽雅的能陶冶
人，共情的能打动人。在课堂上，我有三处音乐。开始的
《外婆的澎湖湾》调动气氛，中间朗读配乐营造一种背景气
氛，最后结尾大家在满文军的《望乡》的歌声中离开，伴着
歌声走进教室，伴着歌声走出教室。我希望他们是愉悦。

每一节课都是一个不完美的课堂，我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
这也许是我最应该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