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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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篇一

《春》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朱自清先生用充满“诗
意”的语言，对春天作了全面、精细的阐述，抓住了春的特
点，抒发了对春天的赞美之情，表达了作者热爱生活、积极
进取的思想感情。因此，本课的教学重点及难点旨在引导学
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揣摩、品味语言，把握作者的感
情。同时，学习和借鉴作者抓住事物特点，运用排比、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和调动人体各种感官描写景物的方法。上完
第二课时后，听取了同事的意见，综合总结了一下。

1、教学设计思路清晰，设计的问题符合七(5)班的学情，教
师语言清晰简洁。

2、能体现本文的重点难点教学，并顺利达成了教学目标。

3、是一节有质量的课堂，学生理解课文、品味语言和写法，
同时能够流畅地背诵。这是极其难得的。

4、课堂氛围活跃有序，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这与老师善于
鼓励的课堂语言分不开，夸赞学生有理由，有明确的指示方
向，例如朗读部分，不但夸其读得好的地方在那里，同时又
能明确而婉转地指出不足的地方，使学生有了明确的改进动
力和方向。

1、关注的学生群体集中在优等生上，对中等生以及差等生相
对忽视，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有所得。



2、在品读“春风图”、“春雨图”的时候，缺乏强有力的归
纳与总结，思绪有些混乱，使得板书也不是很清晰明了，板
书的字体不够端正有力。

3、在以情带读，品味语言这一环节中，时间安排过于仓促。

1、旨在有条不紊地把握一堂课，合理地安排时间，使得在教
师的穿针引线之下，学生能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2、教师首先自身要熟悉教材、吃透教材，才能灵活自如地运
用教材。克服课堂上的紧张情绪，把平时写字的力度和稳定
性发挥出来。

3、关注班级存在差异的各个群体，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4、语文，重在语言的品读，而诵读是关键，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

文档为doc格式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篇二

上一周，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朱自清的一篇名作《背影》。
《背影》以其感情真挚自然见长。“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
文者披文以入情，”哪些角度易于学生领悟文中渗透的父慈
子孝的真情呢？在上这堂课之前，我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以下是我上完这节课后的几点反思：

一、在初略感知文本的大层次后，我带领同学们直奔课文第6
段，重点品析了“望父买橘的背影是如何刻画的”这一环节，
放手让学生去找描写背影的句子，品析动词描写的妙处，归
纳人物特定环境下细节描写的方法。此时，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很高，纷纷举手，品词品句很精彩。紧接着，在课堂的下
半段时间里，我还设计了请学生“表演父亲过铁道买橘子的



过程”这一环节，学生们高昂的积极性再度被调动起来。我
班的何宇翰、任丽萍等几位同学经过认真揣摩课文中的精彩
词句，表演时很投入，把父亲攀爬铁道时一系列的重要的动
作表现得非常到位。通过这一环节的学习，师生之间的互动
相当之好，原本显得有些枯燥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笑声不
断。这样不但做到了分析课文时重点突出，还很好地做到了
寓教于乐。

三、第三个环节是用心感恩，培养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一
环节主要是针对学生们存在的对家长的爱认为是理所当然而
进行的一种美德教育。课堂上我先让学生畅所欲言，说说自
己在家里孝顺和不孝顺父母的种种表现，然后用一段这样的
话去震憾学生的心灵：“世间的爱有千万种，惟有父母的爱
最无私。时间的长河可以带走一切，但带不走父母的`爱。它
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溶入我们的血液。这爱留在我们的心中，
时刻温暖着我们的生命历程。”最后我语重心长对我班学生
说：“同学们，去孝敬父母、珍爱亲情吧。因为只有爱父母，
才会爱他人，爱集体，爱祖国，爱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快
下课时，我还给学生留下了这样的家庭作业：

1、给父母挟一次菜。

2、给父母倒一杯热水。

3、向父母道一声：辛苦了!

上完这篇课文，我觉得学会理解，学会感恩，是现在我们的
学生急需补上的重要一课。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同时也要
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我认为在这篇课文的学习上，我不但
教会了学生去品析课文中的令我们感动的字句，学习课文的
写作方法，同时我也注重了对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告诉同
学们：至爱亲情是我们拥有的无上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们正在拥有的这一份份亲情之爱。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篇三

在执教这课时，我的总体的设计理念就是：“让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悟莫泊桑的勤学好
问和福楼拜的善于教导。课开始我设计了默写本科词语的环
节，目的是检查学生对于生字新词的掌握情况，感觉效果不
错!下面就是本课的重点环节，让学生默读课文2—9自然段，
思考三次拜师莫泊桑请教了什么?福楼拜分别又怎样指导的
呢?在每次的指导中哪次是最关键的呢?从中感受到莫泊桑和
福楼拜是怎样的人呢?下面就是学生自读课文、自悟，边读边
做批注。

在这一环节学生大约花费了近10分钟，说实话我几次想提前
结束这个环节，尽快地来和学生一起交流，但是我在巡视的
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批注几乎是0，或者做了批注那也是非
常表面的，例如我看到有个同学在自己的书旁做了这样的批
注：“怎样才能使功夫到家呢?肯吃苦，勤练习。”你说这能
叫批注吗?我一看，不行，还得继续让学生再读课文，只有充
分地读，学生才能有所感悟。

古人不是这样说嘛：“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很想让我
的学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该有多好啊!10分钟后，我和学生
开始交流第一次拜师的过程，用时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学生
是真的自己感悟的，但也不乏有个别同学参考了《课课通》;
交流第二次拜师时候，我主要是学习了网上人家实录中的，
让学生做福楼拜，我做莫泊桑，来分角色朗读课文，就是福
楼拜没问一次，我就简单回答一次，和学生情景再现当时拜
师情景，并让学生在读中感受福楼拜的循循善诱，我觉得这
个环节也很好!学生的脸上都有种满足感，因为他们既做了我
的老师，又扮演了福楼拜的角色，煞是兴奋哟!此时离下课还
有8分钟左右，还要进行第三次拜师经过的交流，我知道其实
第三次拜师比较重点，尤其是其中的关键两句话：“青年人
贵在坚持，才气就是坚持写作的结果。”“对你所要写的东
西，光仔细观察还不够，还要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别人没



有写过的特点。”这也是课后习题，对于这两句话的理解学
生也说了一点，但是还不够具体，大体意思有了。

信会控制好时间以及把握住重点，引导学生多感悟!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篇四

1、探索并掌握“0乘任何数都等于0”这个规律。

2、根据这个规律，掌握乘数中间有0和乘数末尾有0的乘法算
式。

3、经历与他人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体验算法多样化。

在教学时，我画了5个盘子，每个盘子里有3个苹果，问学生
一共有几个苹果?用乘法怎样列式?然后擦掉一个苹果，剩两
个苹果，再问学生一共有几个苹果?用乘法怎样列式?……直
到盘子中一个苹果都没有。然后让学生计
算3×5=，2×5=，1×5=，0×5=这几个乘法算式，并让他们
根据乘法的意义来找规律，说明0×5为什么等于0?让学生明白
“0×5表示0个5相加，也可以表示5个0相加。0个5相加
是0，5个0相加也得0，所以0×5=0”。讲到这里，有的学生说
“5个盘子都是空的，一个苹果都没有，当然0×5=0”。当时，
我就觉得孩子们根据教材中的实际情境再结合乘法的意义去
理解为什么0×5=0，比老师单纯地利用乘法的意义去讲解，
学生应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所以对他们的说法我给予了极
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探讨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算式时，我逐步引导让学生自己比
较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算式的积有什么不同，让学生能正确处
理乘数中间的0。探讨乘数末尾有0的乘法时，我让学生小组
交流自己的算法，然后比较怎样算最简便。最后我加以小结，
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最简便的算法。练习中通过多种形式的练
习，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算法，还让学生能解决生活中的简单



实际问题。美中不足的是，在最后的练习中，由于自己的疏
忽，解答题的问题出现了问题。这让我非常自责，不过整体
还是挺好的。

朱自清春教学反思和建议篇五

1、第一次教学生写景的散文，着力于细，让学生体会用词的
准确、生动、培养学生想象的能力。

2、学生十分喜爱，两节课教下来，学生已能背诵。

3、兼带教“百花争艳”“繁花似锦”“芬芳黎郁”“大地回
春”“万象更新”“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问句。

4、比较“买、卖”“胀、涨”。

5、有些地方过于细碎，要改进。

总之，法国雕刻家罗丹曾这样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
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之
中，大自然的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不同于巧夺天工的工
艺美，也不同于绕梁三日的音乐美。然而，它似乎是各种美
的组合。尤其是我们祖国壮丽的山河，真是美得令人陶醉，
在香、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方，展观出不同的
美姿。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组描写四季景物特征的情文
并茂的散文。通过反复诵读，咀嚼推敲，来领会它们精采的
写法和表现的情境美。二是加强思维与语言的训练。先给学
生做样子，就春草的描绘进行分析，明确写了些什么，从哪
些角度描绘的，哪个词或哪些词川得特别精当，描绘时主要
运用哪些方法。然后帮助同学自读课文，有条理的进行分析。
学生把理解、口述、朗读结合起来，学习的效果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