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篇一

周四下午我开了一节校级公开课，在九年级2班上的，首先很
感谢孩子们的配合，呵呵!虽然优点也多：比如，导入采用了
《中国看见》mv，学生很快有兴致地进入了角色，在展现灿烂
中华文化的同时，配以优美的古典音乐，然后让学生去谈所
看到的、想到的`。通过看、听、说立体展现灿烂而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首先就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增强了学生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觉做到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
美德!同时抓住中华文化的特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及
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在知识和能力方面注重拓
展和延伸。课堂小结采取了一个立体图解的方式展现，使学
生在知识的脉络上能把握到位。总之，虽然一节课下来，也
有不少亮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但是，没有缺点是不
可能的。下面着重把需要改进的地方谈谈：

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应该从丰
富的内涵中选择一到两个可谈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要结合
学生的自身实际，从学生身边的事情出发，这样课堂探究时
才有话可讲。比如传统美德中的诚信、贵和等，都可以结合
现代社会中一些与传统美德相违背的现象。真正把“寓教于
德”贯穿到教学中，同时业应具有时代气息。

二、在分析中华文化特点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突出“源远流
长”。说到底是没有对文本进行很好的挖掘和拓展，没有选
好相关的材料去拓展那个点。



三、没有贯穿好“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教师
说的多，应该让学生多谈谈当今社会的现象，案例等。与当
前的社会生活，学生生活相结合，把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
起作为本可课的落脚点。这样效果更好。比如《中学生守则》
就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相结合。

总之，这节课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都应该从中学习到
什么，这才是我们开公开课的关键所在。

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篇二

一、教学设计意图：

从文化活动一种形式—文学赏析入手，让学生在这样一种文
化活动中去亲身体验文化对塑造人生所起的作用。

二、精心准备案例：（文学赏析材料）

材料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一八二五年

材料二：再别康桥（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材料三：乡愁(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材料四：断章（卞之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材料五：强者的座右铭（詹姆斯）

有时需要积极进取，

有时需要稍敛锋芒；

有时需要与众交溶，



有时需要默默独居；

有时需要相争，

有时需要互爱；

有时需要工作，

有时需要游戏；

有时需要哭泣，

有时需要朗笑；

有时需要发言，

有时需要沉默；

有时需要善握良机，

有时需要屏息等待；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胜利者！

三、呈现相关的案例

用多媒体制作成通过投影仪展示出来。

四、组织学生进行文学赏析活动。

在每段作品朗读前先给学生几分钟准备时间，蕴酿感情，材
料一和材料五可由全班朗读，其他三段作品请一些具备朗读
才能的同学朗读，并且辅之以配乐。在朗读的过程中让学生
去感悟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情，并且在朗读过后请同
学起来谈谈读后的感受，能否与作者、与其他同学产生共鸣。



如同学们在读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后被诗人一种
精神所感动着：诗人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处境下，却没有丧失
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着地追求理解，相信光明必来，
正义必胜。在朗读了《再别康桥》之后为作者所描绘的一幅
幅流动的画面、一处处美妙的意境而陶醉，为诗人对康桥的
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而心动。

五、设置问题情境展开讨论。问题探究：

1、文化对塑造人生起什么作用？

2、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是什么？

3、我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主流是什么?

4、怎样理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过程是统一的？

5、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哪里？

六、教师点拨构建知识体系。

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篇三

如何激发学生对于社会的关注，对自己人生的珍惜，既是本
课的教学目标，也是本课的一个难点，为了突破这个难点，
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首先从学生很喜欢的一首歌《不想长
大》入手，进而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不想长大？同学们各抒
己见，说出自己的看法，一下调动了学生的热情，接下来进
一步分析“长大”和“成人”都意味着什么？并通过《知识
窗》的介绍来了解十四岁和十六岁的法律意义，进而明确自
己的责任。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丰富多彩我社会生活夹杂着
各种诱惑扑面而来，有的人由于缺乏自控能力经不住诱惑而
走弯路。人生的路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我们要让自己的人
生轨迹留下值得骄傲的印记。因此要学会自律。



通过操作平台——说一说：如果是我,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同学们也都有很多话可说。接着我又通过“惜荣誉，畅理
想”、“介绍《mba要看道德学分》、出示一组不文明的图片
等活动，使学生广泛参与，有话可说，产生共鸣，同时也潜
移默化地达到了一定的教学目标。

为什么我要采用这样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呢？因为：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产生兴趣，并调动起学习
的积极性，之所以热情参与到课堂中来需要精心设计问题让
他们有话可说，这也是我最深的一点体会，在今后的课堂上，
还是要用最切合学生实际的.东西来教育、启发学生。

其次，这是符合素质教育和二期课改的精神的。因为素质教
育强调要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
极性。“二期课改”的政治课堂要从老师“一言堂”式灌输，
变成师生互动的场所。

第三，要充分地相信学生是有能力很好运用他们已具备的知
识来为政治课堂的某些教学内容服务的。因为，当我看到学
生们采用各种各样有创意的形式进行新闻演讲甚至有的用非
常流利的英文在课堂上进行时政新闻发布的时候，我受到了
很大的鼓舞；当初二（9）班一名女生下课跑进我办公室告诉
我，“老师，我很喜欢你给我们安排的让我们自己来做的调
查研究以及展示成果活动，希望今后上课多换些新的形式”，
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即使在课堂上，学生也需要一个
展示自己的舞台。

最后，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成功体验会给学生带来愉悦，
带来自信，带来进一步学习的愿望。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对学
生进行激励性的评价，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体验成功。

以上方法在课堂教学中确实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还不够完善。因



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教育对象在变，教
育观念在变，教育方法也应该随之改变。今后，我会一直牢
记教研员老师的两句话：“让政治课动起来”和“让政治课
从天上回到地上来”，在以后的教学中，努力将师生互动的
良好的教学课堂氛围进行到底。

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篇四

1、学情了解不够。对学生已有的历史知识了解不够。

2、没有体现“学在讲前，讲在关键处”的理念。由于没有使
用学案，导致学生的自学处在一个相对的盲目状态之中，因
此在学生在学习探究时没能很好地表现出热烈积极参与的现
状。

3、在探究《文明长河共追溯》时用时过多，本来此内容完全
可作为学生自主学习并得出结论，达到了解古老中华文化在
东方走过辉煌历程即可。

九年级课堂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的课堂教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痛苦的经历，对学生来说
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完课我感到浑身没力，心里难受。
主要问题是上课内容不充实，四十五分钟只上了大半节就上
完了内容，课堂没有吸引力，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可能的原因是这课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太抽象，与学生的情感
有一定的距离，这从课堂中要学生写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文学
作品及其原因时的那种表情可以看出来。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备课不足，准备不充分。不是说我花在其
中的时间不多，花的时间是这个课时中最多的，但一直没有
清楚地理解课本的内容，课本内容看了三遍后在头脑中也没
有形成一个完全的理解。同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昨晚找了



一个晚上基本上是无所收获。备课不足自然也就没办法上好
这节课。

采用学生自学阅读法进行教学，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
参与性，然而学生自学并不能让他们对课本内容有一个基本
的理解，学生在问题引导下的自学积极性并不高，学生的自
学习惯没有养成，自学能力比较低。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只
是简单地写了两个问题在黑板上引导学生自学，这可能影响
了学习效果，如果能把着相关的材料印成书面资料可能效果
会更好一点。

反思二：文化塑造人生教学反思

面，我要加强学习，钻研教材，提高自己阅读，把握教材的
能力，同时，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和请教。另一方面，在教学
环节上不断提高，更有效率的利用好课堂上的时间，抓住重
点，有的放矢，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反思三：文化塑造人生教学反思

学生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把教学的内容和学生身边的
“校园文化”，“慈善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贴近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以小见大，由近及远，学生的参与积
极性很高，思维活跃，做到了动眼看、动口议、动耳听、动
脑思、动手做；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得到了加强；自主学
习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教师的主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立足于课堂开展探究式的教
学；帮助学生理清知识思路，拓展思维，真正做一名学习
的“主人”。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把握，运用多媒体
手段，但又不拘泥多媒体，有板书、探究活动等；科学地创
造性地运用教材，真正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