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 初中语文
荷花教学反思(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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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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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和学生一起学习了叶圣陶先生写的一篇写景散文《荷
花》。课文描写了公园里盛开了一池美丽的荷花，荷花有各
种各样的姿态以及我看荷花时的感受。抒发了作者热爱大自
然的思想感情。

本文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文章。文章语句优美，充满想象，让
人读后能身临其境，赏心悦目。为了让学生能好好体味文章
语言文字的美，我运用了多媒体课件的`展示，那一池婀娜多
姿、千姿百态的荷花，深深地吸引了学生，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读书形式来激起学生读书的兴
趣，有个人读，指名读，男女生赛读，齐读等。学生们在充
分理解的基础上，读得津津有味，声情并茂，似乎自己也变
成了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

这节课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利用课文的留白进行写话指
导，学生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1.对第二小节的“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这句
话，我进行了这样的写话练习设计：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
间地冒出来，仿佛______________。利用这句话中的两处空
白，激发学生的想象，感受白荷花的生机勃勃，充满灵气。
学生的回答十分的精彩，例如：“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



冒出来，仿佛（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白荷花从这些
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想向人们展示自己美丽的样
子）”“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要呼吸大
自然新鲜的空气......学生能结合课文内容有这么丰富的想
象，让我感到欣慰。

2.第四小节中还有一处留白：“风过了，我停止舞蹈，静静
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
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我抓住了最后的省略
号，问学生，还有谁会告诉我些什么？提醒学生抓住清晨荷
塘的时间和地点的特点，展开大胆丰富的想象。学生的回答：
“蝴蝶飞过来，告诉我她要为我授粉。”“小鸟飞过来，告
诉我，今天早晨它看到的事情。”“一只小青蛙跳到荷叶上，
告诉我在池塘游玩的乐趣。”等等。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如果没有美，没有艺术，那是
不可思议的。”这节课，我借助美丽的范文，引导学生进入
美的境界，与文章产生共鸣。在听说读写的训练中受到熏陶，
收到了教师与学生共同双赢的效果。但自己的教学语言还不
够精炼。课堂教学中，点拨语、评价语等语言设计，还不够
到位，必须好好斟酌，应该更有针对性。今后要努力发现课
堂教学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初中语文荷花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荷花的教学反思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
《语文荷花的教学反思》的内容，具体内容：《荷花》是叶
圣陶写的一篇状物抒情的记叙文，文章语句优美，充满想象，
让人读后能身临其境，赏心悦目。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
望大家喜欢。范文一本节课，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



些改革，以新理念为...《荷花》是叶圣陶写的一篇状物抒情
的记叙文，文章语句优美，充满想象，让人读后能身临其境，
赏心悦目。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望大家喜欢。

范文一 本节课，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以新
理念为指导，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自主创新的学习积极性，
注重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进行学习，注重借助多媒体进行合理
情境的创设，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从而学好语文。

一、尽可能体现新的课程标准。

1、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语
文学习的主人"语文学习的过程应是学生认知逐步提高的过程。

在设计读书环节时首先是读通，其次是读懂;再次是读好;最
后要求尝试背诵。要求逐层提高，学生的学习逐步深入。

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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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学生说荷花的姿态三种，教师就顺势引导，以便
学生更自主地理解"一朵有一朵的姿态"。

再比如作业的设计："如果你觉得有更合适的作业，也可以自
主选择完成另外的作业，还可以将你认为很有价值的作业推
荐给老师或同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

3、重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领会 新课程标准还明确指出："阅
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
力。" 学生在闭目欣赏的同时，经历了一次课文中的语言文
字在学生脑海中反映的再造想象的过程。学生凭借各自不同
的积累，在不同层次水平上理解了这段文字，想象了这段文
字所表现的内容，不仅体现了语文姓"语"这一要求，而且使
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过程又成了锻炼思维的过程，可谓一举



两得!语文课程标准中有这样一段话也给了我们最好的指
导："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
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
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
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4、重视指导学生掌
握恰当的学习方法。我们深知古人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和现代教育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都是强调的教给
学生学习方法的重要性。新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学会运用
多种阅读方法"。回顾这一节课，会被这许多看似不经意的语
言所打动"课前是该认真预习!

多读课文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预习方法。""请教别人、请教书
本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上网查资料也是现代人常用的一
种快捷的学习方法""你们真是学习的主人，既能自己提出问
题，又能通过读书、讨论解决问题" 5、重视课内外的语言积
累。

新的语文教学强调返朴归真，注重学生课内课外知识的积累，
在这节课中，学生既有课外关于荷花知识、荷花诗词的丰富
积累，又有课中语言文字的学习积累，在老师的辅导下，学
生进行了广泛的阅读积累。

6、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新课程理念倡导运用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这
节课中，对于疑难问题的解决便是借助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
完成的。

二、以美的情境打动学生，感染学生。

一段美的情境会省去我们教者多少繁琐的分析讲解。本节课
中设计的就是让学生在情境中理解课文，升华情感。比如：
配乐范读，创设并引学生入情境。(师配乐朗读有关课文，学
生闭目体会荷花池的美景)"同学们，你们似乎看到了什么?"



深入情境(出示课件)"荷花真美!让我们起立，像作者那样久
久地、深情地看着它们!"(停顿片刻)(学生变换角色描述)这
些情境地创设显然大大优化了教学，节约了时间，让学生有
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感悟、积累语言文字。

范文二 今天给学生上的是 12 课《荷花》，上完后感觉非常
成功，所以把这节课的一些收获记下来。

《荷花》是叶圣陶写的一篇状物抒情的记叙文，文章语句优
美，充满想

象，让人读后能身临其境，赏心悦目。叶圣陶先生一向重视
语文课中的美读，他说过："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
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一毅逆志，设身处
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美读得其
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心灵相同了，无论
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所以这篇课文我主要
采用的是美读法教学，在合适的地方配上了写话指导。

这节课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两处利用课文的留白出进行
的写话指导，学生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一、对第二小节的"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这句
话，我进行了这样的写话练习设计：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
间_______地冒出来，仿佛______________。利用这句话中的
两处空白，激发学生的想象，感受白荷花的生机勃勃，充满
灵气。学生的回答十分的精彩，例如："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
之间(使劲)地冒出来，仿佛(不想错过夏天池塘的美景)。""
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自豪)地冒出来，仿佛(是一位演员
在展示自己的白纱裙呢。)""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亭亭玉立的)，仿佛(是一位舞蹈演员正在荷叶搭成的舞台上
舞蹈呢。)等等。我一直以为，我班的学生根本就不会想象，
不会说优美的句子，看来只要给学生正确的知道，学生会还
给我大大的惊喜。



象。学生的回答："蝴蝶飞过来，落在我的肩膀上，仿佛要与
我比一比，谁才是这最美的。""小鸟飞过来，绕着我打转，
唧唧喳喳地告诉我，今天早晨它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一只小青蛙跳到了大荷叶上，抬着头，看着我，它一定在想，
要是我也变成这样一朵美丽的荷花该有多好啊!"等等。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如果没有美，没有艺术，那是不
可思议的。"这节课，我借助美丽的范文，引导学生进入美的
境界，与文章产生共鸣。在听说读写的训练中受到熏陶。收
到了教师与学生共同双赢的效果。

范文三 今天，我教学了叶圣陶写的一篇文章《荷花》。这是
一篇写景散文，课文描写了公园里盛开了一池美丽的荷花，
荷花有各种各样的姿态以及我看荷花时的感受。抒发了作者
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主要让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找出课文中写荷花的句子，或是你认为很美
的句子，找一找，画一画，并写一写。学生自主学习后开始
小组交流，也许是这篇课文写的太美了，瞧他们读的多认真
啊，讨论的多激烈啊!我来回巡视着，心中暗暗为他们高兴。
开始反馈学习情况了，同学们纷纷举起了小手，有的说课文
把荷花写的真香，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了;有的说"挨挨挤
挤"说明荷叶很多。看来同学们自学情况还真不错，我心中暗
自想到。

圆盘之间冒出来的冒是什么意思?"我一听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我就说："同学们，你们说这个冒字用的好吗?还可以换成哪
些词?"班里顿时叽叽喳喳的说开了，有的说可以换成长，有
的说可以换成伸、钻、探。我觉得同学们的思维此时已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看着同学们意犹未尽，我灵机一动问道："白
荷花从荷叶丛中冒出来想干什么呢?"江陶陶我们班"最调皮"
也是"最可爱"的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说:"她想看看我们这个精
彩的世界"，她的回答永远会给我带来惊喜，这时提出疑问的
武啸同学好像也理解了课文说："她想出来透透气。"在他们
俩的激发下，同学们都踊跃的举起了手，"她想出来展示自己



美丽的舞姿"，"荷花想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荷花想出
来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瞧他们说的多好，我不由得为他们鼓
起了掌，我拿起了书，读起了课文，同学们也纷纷拿起书和
我一起读了起来。此时，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已被叶圣陶笔下
的荷花深深的陶醉了!

《荷花》教学反思

三年级语文下册《荷花》教学反思

语文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三

阅读教学中我们欣喜的看到，课堂活起来了，个性突出来了，
创新多起来了，这是新课标倡导“以人为本”的教学观的体
现。

培养学生的“创新”的热情，让学生把课文中自己认为用得
好的词语划下来，借助学生对重点词句的理解生成自主见解。

教学要少讲多读，让学生在“品读”中“体味”，呼唤回归
阅读权。

首先是熟读课文。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于老师要求学生
再品读课文。在细细“品读”读出“味”之后，再让学生美
美地读课文读出“美味”来。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过程中，我努力做到“诚于衷而行于外”，以精神饱满
的工作态度和情感去感染和影响学生，恰当地组织教学。教
师要灵活地选择教学方法，通过对一个个问题导语，一个个



环节的安排，一句句情真意切话语，激发起学生的情感，使
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爱，从而使学生对语文课产生兴趣。

1、力求在“读”中凸显语文味十足的有效教学课堂——以读
为本，读中感悟，读中积累，读中运用。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说：语文味表现在“动情诵读、静
心默读”的“读味”，如本节课中，让学生自由朗读、全班
齐读、男女生分读、师生对读……“品词品句、咬文嚼字”的
“品味”。如在帮助学生理解中心句时，运用“剥笋法”，
循序渐进，逐层深入，细细品味。“圈点批注、摘抄书作”的
“写味”，如让学生规范地书写生字，对重点句子的勾画批
注，这些都力求彰显语文味。

2、入情入境，营造氛围。

(1)选择儿童歌曲《幸福拍手歌》导入新课，创设情境、流畅
导入。

(2)理解幸福时引导学生欣赏图片、朗读文字，欣赏生活中的
幸福：由文本中的铁路工人养护铁路到奥运冠军的辛苦付出、
终有回报，由浅入深。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五

《荷花》是一篇情景交融、想象丰富的课文，三年级学生已
经学过不少关于植物的课文，平时对植物也有了一定程度上
的`认知，所以教学导入时，我先让学生猜谜，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增加对荷花的感性认识。再出示有图片资料或其
教学手段来展示一幅幅荷花图。让学生充分了解荷花，体会
荷花的美。然后再引导学生读课文，了解作者是怎样描写荷
花的。

课文层次分明，思路清晰。教学时可以在初读时大致理清作



者的思路。然后抓住描写荷花的重点段落（第二—四段），
反复朗读课文，重点学习。作者在描写荷花的时候，由荷花
的形状写到荷花的颜色，由荷花的整体写到荷花的局部，条
理清楚，语言朴实，给人以一种美的感觉。教学时，要抓住
作者对荷花各部分的描写和想象，反复朗读，从中体会作者
要表达的喜爱荷花的感情。

1品词析句，展开想象。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理解关键词句，
展开想象，并体会句子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比如，“白
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冒”字用
得好在哪里。“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想
象它们都有怎样的姿势？把语句描写的内容在头脑中形成画
面，再说出自己的想象，可不受课文内容的局限。再
如，“一大幅活的画”想象一下活的画是什么样的？鼓励学
生充分想象，如果学生不能理解这一难点，可以启发学生结
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生活中荷花的样子。

再引导学生进行身临其境的想象，感受荷花、荷叶的各种美
妙的姿态，体会一大池荷花的动态美，从而理解“活的画”
的意思。从中也告诉学生作者描写的荷花的语言本身，已经
形成了一幅美妙绝伦、动感十足的画面。对于第四段作者的
想象部分，可以提出，“如果你也是一朵荷花，你会想些什
么？”激发学生想象的兴趣。只有让学生把自己也比作一朵
荷花，并把她当作有感情的人来想象，才能体会到作者出于
对荷花的深深情感，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进入到美妙的
荷花世界中去了。最后一句“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
看荷花呢。”是作者沉醉其中，忘我心境的真实写照。从而
让学生懂得富有感情、充满想象是构成好的写景文章的重要
内容。

2朗读指导，加强理解。本文语句优美，富有韵律，感情充沛，
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朗读的时候，要引导学生把荷花的优美
姿态表现出来，例如，“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



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
的。”这段话写出了花的各种优美姿态，在读的时候，注意
语气高低轻重的不同变化，强调荷花长势的不同特点。其中，
“两三片”“全”要读得重一些，体现开花大小程度的对比；
“有的”“有的”可以拉长读，体现出各种花姿态的多。在
语调高低不同的变化中，体现荷花的动态美。课文的最后两
个自然段，是以作者的亲身感受写出来的，要让学生带着感
情朗读，把自己当作一朵美丽的荷花，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因而在教学时只有在学生多种形式朗读课文的基础上，结合
图画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想象，才能进一步体会、发现、
探索大自然的美丽。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六

本节课的不足：

1.课堂读的少，老师引得多，挖的过深

2.学生的行为习惯较差，在自主读文环节行为涣散，多数同
学在说话，没有阅读。

3.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状态的调整。

4.小组合作学习有待引导和加强。

5.课堂语言不够精炼，教师说的多学生反而听得少。

改进措施：

1.今后的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的读与思。

2.加强教师教学艺术，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精心设计教学，



让学生带着兴趣读书、学习。

3.课堂教学中不重复学生的回答。

4.重点引导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会学习、会合作，让语文
课去繁就简。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七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学习第二自然段，
用有的……有的……有的……的形式，来仿写其他的花。在
这个任务上，我首先是让学生先去熟读课文是怎样用有
的……有的……有的……来描写荷花姿态的，分成了几种，
学生很快就归纳出有三种，一中是没开的，一种是开了两三
片的，一种的全开的。接着我又让学生想象下，荷花池中除
了这三种姿态的荷花，还有没有其他的荷花了？如果你是荷
花，你想怎么样地站在荷花池中呢？学生的思维被打开了，
有的说：有的荷花低着头，好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说，
有的荷花仰着头，挺着胸，向大家展示自己美丽的身姿。有
的说，有的荷花在风中翩翩起舞……到这里为止，我先用有
的……的句式让学生学会了说荷花。

接着我让学生想象下，让你说说其他的花你会吗？也说说其
他花的三种姿态，好的学生马上就能够举一反三，但是还是
有部分学生不知道怎么说，这时候我告诉他们，也可以用用
替代法，把荷花替代成其他的花，这样一些思维不开阔的孩
子也能够试着说一说了。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根据学生情况
的不同，对于任务我也有着不同的目标。

针对优秀学生的要求：能够自己选择一种花，自己独立完成，
最好有自己的语言。

针对中等学生的要求：在学习第三自然段的时候，曾经用有
的有的，说过集中荷花，可以把其中的荷花替换成其他的花。



针对学差生的要求：参照课文第二自然段，直接用其他花替
换荷花，其中要注意点是，只有荷花有莲蓬，如果需要写桃
花则不能写叶子，桃花先开花后长叶子。

这样就让每个学生都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创设情境，让学生
尽快进入课文角色，可以优化学生的思维空间，激发学生思
维的活力。

不足之处

本课对荷花的描写有绝妙笔墨，在课堂上应该给学生留出小
练笔的时间，但是由于给学生留的朗读的时间较多，小练笔
就舍弃了，在下一步的教学中，还应该做到有所取舍，要抓
住课文这个例子，做到有针对性地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读
写能力，更要切实以教材为例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改进措施

最后创设情境，学生边听边看边想。让同学把刚才那种奇妙
的感受告诉大家（学生发挥想象，谈感受）。

小学语文荷花教学反思篇八

自提倡素质教育到全面贯彻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国的
教育事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阅读教学中我们欣喜的看
到，课堂活起来了，个性突出来了，创新多起来了，这是新
课标倡导“以人为本”的教学观的体现。但纵观目前的阅读
教学案例不难发现人们对“课改”环境下教学还存在着一些
误区。

目前阅读教学追求“个性”“创新”成了一股时髦的
风，“写字教学”常常被人们忽视，平时的教学中尚能在课
尾提一提并布置学抄写默写，但在“课改”研讨课之类的阅
读教学中越来越成了麟毛凤角了，生怕学生的“创新”的热



情，弘扬的个性受到它的破坏。在教学中“写字教学”我很
重视，而且贯穿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课文中自己认
为用得好的词语划下来，然后指名学生把自己划的词语写在
黑板上并相机进行写字指导。

首先是熟读课文。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于老师要求学生
再品读课文。在细细“品读”读出“味”之后，再让学生美
美地读课文读出“美味”来。

适当的“创新”或说“创新”要适当。“创新”是好事，是
课改倡导的核心，但在一些课堂上，常常一“创”不可收拾，
沾边的不沾边，恰当不恰当的统统称之为“张扬的个性”，有
“创新”。归究其原因，这是没有在扎实的'基础上追求“创
新”，没围绕文章或字、词句、段的中心意思去“创新”。
学生通过“熟读”“品读”“美读”课文，与“文本”进行
了扎实充分的对话，创新思维非常活跃，产生的创新成果也与
“文本”相贴切。

以上三点是本节课的教学产生了魅力，使学生感受到了语言
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