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实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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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篇一

刚接手班级语言存在的实际问题，语文课标的核心要求与学
校教学研究专题，定位于课堂的教学目标，指向课堂的教学
重心，着力点与突破口。通过教学，沉入文本，研发“链接
生活”的配方（教法）；融入过程，耕耘“链接生活”的土壤
（语言实践）；聚焦方法，吮吸“链接生活”的精华（阅读
方法），让阅读融入生活，促进生活。

1、教与学的策略得以检验。教与学的策略，取法于学生，服
务于学生，发展于学生。作为，我校课题研究的专题：《链
接生活，提高阅读能力的教学策略实践研究》，观察型、目
标型，任务型教学策略，沉入文本，有助于学生深刻体验到
作者第一次劳动的“艰辛”，真切感悟作者的善良、坚强与
孝顺，发现旧社会的黑暗与残酷，生成了思维与观点碰撞的
课堂；及时有效评价策略催生了竞争，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
潜在的潜力，推动学习向深度与广度发展。批注阅读法的有
效运用构建了对话式、体验式的课堂。生本课堂的教育思想，
指引着的阅读教学，推动着阅读活动，交给学生一把阅读的
金钥匙（批注阅读法），融入生活，牵引阅读，促进生活，
学会阅读。

2、目标训练真实扎实。语文课标指出：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
综合表现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发展言语能力要根植于语文实
践。课堂是语言实践的主阵地，说话训练是最重要的语言实



践方式。说话的水平集中体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蕴含学
生学习的人文素养。为了扣紧教学主目标，教学过程中，设计
“说句心里话”、“畅所欲言”、“分享劳动”等活动游戏，
以文本为载体，构建充足的语言对话交流平台，沉入文本，
回归生活，较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语文实践，激发说话欲
望，训练说话能力。像“小作者的扁担挑回了责任，为了解
除饥饿的威胁，为了不让辛酸的母亲不再流泪。”“像小作
者的扁担挑回了快乐”，虽然有偏颇了文本的价值取向，但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学生将学会思辨，不必
一味强求“标准答案”，但课后的追索，填补了教学的遗憾，
发言学生给出的解释是“从母亲的关心与担心中，我感悟到
母爱，体验到劳动的幸福。”，展现了说话的精彩。

当然，本节课例验证课，不能完全检验专题研究的成效，不
能完成语文学科赋予的全部重任，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定的
差距，预设与生成总是不能等同，教学策略是否得当，学习
是否得法，回归与整合文本的力度等提升的空间都有待于在
实践教学与研究中，继续探索。

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教19课《劳动的开端》，启发学生通过文中主人公的艰
难童工生活来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结果有学生提出现在的
生活太辛苦，而且在学到“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结果一
不留神，又载倒在半山腰，原本以为学生会很同情，没想到
他们都笑了，有个学生笑得很厉害，我问其原因，他说就觉
得好笑。这班学生不是没有爱心，可为什么会这样呢？课后
我好好反思了一下，觉得原因有二，一是我在教学本课前没
有讲清当时的'社会背景，二是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很难
体会艰难年代的痛苦生活。

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篇三

《劳动的开端》是一篇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艰难生活的文



章，由于文章所处年代与我们较远，学生学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我首先让学文生深度感悟，了解课文的整体内容。再让
学生住抓住学生感受最深得的句子去读，从课文中可以感
受“我”自强自立、刻苦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本课重点内
容是“我”第一次挑煤的经过，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引导学
生抓几个描写时间的词语外，特别抓住本课中的比喻句和写
体会的句子，引导学生细细体会比喻句的用法，进一步体会
这些句子的深刻含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体验，体会
生活的艰难和旧社会人民命运的悲惨。

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篇四

虽我在教学课文的几句比喻句时，让学生进行大信息量的讨
论和朗读，但还有学生对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存在概念不清
现象，所以教学时教师的主导地位还是不能丢。如学生在学习
“这山原来没有路，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一步三滑，
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打秋千。”这一句时，很多学生
简单地认为把“煤筐”比作“打秋千”。

这里应引导学生从整个环境出发，我让学生上台进行表演后，
学生才有所思考，是把“挑在肩上来回晃荡的煤筐”比
作“打秋千”。这样通过情境演示，让学生更贴切地理解，
从而更好地理解比喻句深刻的含义。

另外在学习母子之间的对话时，学生一开始还没有体会到这
些对话和我们平时的对话之间的不同之处。教师要多次范读
和学生的多次多样朗读相结合，我在这个环节上设计了一个
假设，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跟学生生活实际也有关系)，
是否能在教师范读后直接提问：作者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说
的话有什么不同?也许效果会好些。

所以在课文教学中，应努力联系学生实际生活，激发学生兴
趣，避免大量烦琐重复的问题。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习字词，
掌握学法，领会中心，也应重视课文中字词句的学习对习作



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使学习过程既重学法，又重运用，
使双基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劳动课整理书包教学反思篇五

本文讲述了他童年时代因受饥饿的威胁，被迫走上谋生道
路――第一次挑煤的经过。重点是了解“我”第一次挑煤的
艰难历程，体会旧社会穷人生活的艰难；难点是引导学生体
会旧社会穷人生活的艰难。

一、课前准备，为教学活动作铺垫。

课文描述的时代背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隔很远，课前布置
学生查阅一些有关旧社会穷人生活艰难的小故事，以及有关
作者的资料。这样可以帮助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也
可以帮助学生领悟文章的中心。因此，在课前我布置学生预
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查找一些有关旧社会穷人生活艰难的小
故事，以及有关作者的资料。家里有电脑的学生通过网络搜
集了很多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乐思良还拿来了一本吴运铎写的
《把一切献给党》。

整体把握课文。在讲解时，我先让学生找出文章的中心词，
后问：课文哪些地方写出了我的艰难？整堂课就围绕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整体性，进而提高学生整
体把握课文的能力。

在教学“我”第一次挑煤的情景的段落时，我采取以读代讲
的教学方法，腾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朗读。通过默读、自读、
品读……多种朗读的形式，让学生在读中理解文章内容，在
读中感悟文章的中心。在学生体会到“我”第一次挑煤的艰
辛时，再让学生在课文中找出能体现“我”第一次挑煤的艰
辛的语句。然后让学生找出课文最令自己感动的语句谈体会。
如有的找出“我看见比我大点的穷孩子都去挑煤，也打算靠
自己的力气挣几个钱”；有的学生是找“这山原来没有路，



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我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
晃荡，像是打秋千。”有的学生找的却是：“妈妈，不要紧，
我明天还去挑。”还有的学生找“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胆
子从左肩移到右肩，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换去，两个肩膀
都吃不住劲了，只好停下来歇歇。”……而且同一个句子，
学生的感受也不同。如“我看见比我大点的穷孩子都去挑煤，
也打算靠自己的力气挣几个钱。”有的同学说：“我体会到
作者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懂得要赚钱，为爸
爸、妈妈减轻负担。”有的同学却说：“我体会到作者是个
有责任感的孩子，他认为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责任赚钱维
持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却说：“读了这一句，我体会到
旧社会有很多穷人家。”有的同学说：“我体会到旧社会，
穷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学生对文本的
自我感悟，有助于与文本和作者产生思想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