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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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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复习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必要环节，学生通过复习，将学
过的知识进行回顾、归纳、总结，从而达到加深理解，系统
吸收、灵活运用的目的。复习的效率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复习方法是否恰当、科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否得以
充分调动。

学生马上就面临小学毕业考试了，我发现他们心都散了，学
习欠缺主动性，这种情况蔓延得很快，究竟如何有效地上好
这两周的总复习课呢？老实说，我自己都很疑惑！这次的科
组公开课，我选择了上句式变换的第一课时，是实实在在把
自己平常上复习课的模式和想法，都展示在科组老师的面前。
通过这节课，我的反思如下：

1、这节课的知识设计安排都比较到位。我在这节课，首先让
学生通过常见的句式考题，自己回顾总结句式的常考题型，
也是通过这一环节发现让学生自己发现自己哪种题型掌握得
不是很好，还需要突破。接着，我针对学生的薄弱处设置了
三种需要复习巩固的句子题型：第一人称直述句和第三人称
转述句的互换，修改病句和仿写句式，当然，仿写句式放在
了第二课时。这样的安排，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复习，明确自
己的不足，在练习过关中重新巩固知识要点！一节课下来，
效果还是不错，比较扎实。



2、第一人称直述句和第三人称转述句，这一难点突破时，没
有很好地讲透。这种考法，学生真的是怎么考怎么错，我在
讲解时确实给予方法：双引号前的句子内容全不变，标点符
号要改变，引号里的人称要对应改变。但是效果不如人意，
我想估计只有一般的学生真正地弄明白这种题型。石老师给
我意见：是不是我在讲这题型的时候，讲得太深，学生们弄
不明白！这一点值得我深思，无论怎样，学生听不懂就是我
备课时没有好好地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我没
有“备学生”！

3、没有很好地做到“培优扶差”。说真的，复习课，更大程
度上是为了学习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学习主动积极的学生平
常的.知识学习和积累都很扎实，更甚者他们自己就会找机会
请教老师，解决自己的学习疑问。但是学困生，他们基本不
会理会自己的知识学习和积累，所以我在想，复习都要分层
次，“培优扶差”两手都要抓。可惜，连续两节的句式复习
课让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第一人称直述句
与第三人称转述句的讲解练习中，很明显一半学生是听得稀
里糊涂的，举手发言成功答对题目的都是平常学习较好的学
生，但是当时我没有立刻调节教学设计，还是“水过鸭背”
地过了这一环节，没有真正地引导所有学生突破这个难点；
此外，在病句修改的设计题目里，仿佛题目出得过于简单了，
顾及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却没有进一步提高解题能力！

4、复习课，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都有待加强，学生反应不积
极，这都是我在往后复习课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还有两周的复习时间，我要好好备课，好好引导学生，真正
地针对学生的薄弱处入手，尽量做到每一节的复习课，学生
们都各自有所收获！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灯光》是一篇阅读课文。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战斗故事，



学生应该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教学的时候我先让学生逐字逐句朗读课文，读通句子，边读
课文边思考，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学生讲故事的内容不能清楚完整地概括。大概是由于
这个故事稍微有点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
来的缘故吧。于是我在此我为学生进行了提示，战斗前，郝
副营长（ ），战斗中，郝副营长（ ），战斗胜利了，郝副
营长（ ）。这样，难度降低了，学生基本上没什么障碍。

然后我让学生找出文中哪句话出现了多次？每次是谁说的？
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他当时想到了什么？本来我打算让学生
分小组学习，但是我觉得小组学习中最大的弊端就是一部分
学生的确是积极参与了自学，但是一部分成绩落后的学生基
本上就是只听不动脑，更有甚者，他们连听都免了，趁着这
个机会偷玩！

于是我在这里让学生默读课文，并拿出笔在书上批注，每个
学生都必须动手。我想，课堂上，应该给足学生自由朗读，
静静思考的时间。学生貌似聚精会神地在自学。

我特意走到一个成绩落后的学生身边，问他第一次“多好
啊！”是谁说的呢？他随口回答，“郝副营长！”我急！你
读读第一次出现这句话的自然段，读给我听听。学生读
了。“这时你认为是谁说的呢？”“记者！”我更晕。“别
急，你把这个自然段反复读几遍后再回答我！学生在我的.注
视下开始朗读了！最后他终于回答：“是背后的人说的！”
终于对了，我舒了口气！接着我让他展开想象，背后的人究
竟是什么人呢？这个学生的想象还是比较丰富的，他说可能
是广场上散步的人，可能是参观天安门的游客，也有可能是
专门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灯的人说的！然后我继续引导他，你
说此时他站在天安门璀璨的华灯下可能看见了什么？……就
这样，我用了将近15分钟的时间引导他学习了第一次出
现“多好啊！”



这篇课文虽然是阅读课文，但是我用了两个课时才引导学生
把课文学完。

通过走近这个学生的自学我发现，学生还没有良好的自学习
惯。一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让学生分小组自学，
其实这也是在“培养”少数学生的惰性，他们从没有利用自
学的时间仔细读书，认真思考！

课堂上就应该提供每个学生读书，思考，感悟的机会。教师
如何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如何引导学生读书、思考、感
悟？实在是我们教师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课结束了，但是，这个问题久久在心头萦绕！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苏武牧羊》一课记叙了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但宁
死不屈、维护国家尊严的感人事迹。这篇课文所写的故事，
距离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十分遥远，学生不易理解苏武的所
作所为，更不易被苏武的民族气节所感染。所以课前我让学
生查找有关苏武的资料，借助史书、音像材料进一步了解苏
武的来龙去脉，使学生对这段历史了然于胸。

教学中我采用有扶有放引导学生主动阅读，以读贯穿教学过
程。读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
所以我在教学时让学生多读、赏读、品读。在反复诵读时，
要求学生读出课文的.抑扬顿挫，读出作者的思想感情，读出
自己的理解和体悟，从而更真切地体会到苏武的坚强品质，
感受到苏武那不屈不挠的崇高民族气节。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分析了下：



（１）可以让一、二个小组发言后，其他同学可以补充交流！
这样可以节省３分钟。不要过多追求答案的精准，要让学生
们去补充，这样即可以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又可以节省时间。

（２）学生归纳过于松散，没有很好的组织语言。在小组汇
报中老师要适度点拨，帮助学生概括。

（３）在自学过程中，我没有很好的巡视，没有适当点拨，
所以学生们在概括时，没有注意结构顺序，为下面讲解结构
时留下隐患。所以巡视指导很重要。

时间不够，没有很好的分析，让学生没有很好体会。还有就
是设计问题不够明确。如果这样设计可能会好一些。

可能要更好些吧！这样有针对性，让可以让学生有的放矢。

六年级快下毕业了，孩子们一个个长大自认为是“大人”，
但还是孩子，心理不成熟。在课堂上的表现是自我为中心，
自学后认为自己都会了，也不听讲了，人数不多，却破坏了
整体课堂氛围，影响了一部分同学。

三十六计，攻心为上！看来要找一些孩子谈谈心了！这是重
中之重，态度决定了一切！可以成绩不好，但不能态度不端
正；只有端正了态度，成绩也不可能太差！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散文，重点要明白作者“托物”所言之“志”。在
生命的长河中，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更有波涛汹涌之时。严
峻的生存环境可以淘汰一批娇弱的生命，可是它扼杀不了自
然界中的强者！作者以“野草图、山花图（蒲公英）、松柏
图”这三幅图景来表达心中的“志”。但这三幅图景之间是
各有重点、层层递进的关系。初一年级的学生思维较活跃，
朗读有一定水平，而且好表现，所以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与



文本对话，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