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精选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这篇课文时，教学伊始，我首先引导学生从单元导读入
手，让他们了解了本组课文的主要内容，并且结合导读中的
学习要求，让学生能够自己说出体会含义深刻句子时应把握
哪几点，根据平时学习经验，他们总结了两点：

一、抓住重点词语。

二、联系上下文。

第三点由我补充给大家，那就是联系生活实际。接下来大家
就跟随作者吴玉楼的脚步，一道走进文字的心灵深处,和安静
一起去触摸春天吧！出示课题后，我让学生先理解课题意思，
然后让他们说说看到《触摸春天》这个题目后最想知道什么？
同学们的好奇心充分显露，是谁在触摸春天？她为什么要触
摸春天？她是怎样触摸春天的？我突然觉得，其实孩子们很
会学习，他们有自己好奇的问题，然而只有自己好奇的问题，
才有认识它和解决它的强烈欲望啊！可在教学中，老师们往
往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总是提出问题，让学生解决，这样
带有任务性质的被动学习，效果自然不如主动求知。在初读
课文，解决重点词语后，我鼓励学生向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
朗读水平?古代教育家朱熹说：“教人不见情趣，必不乐
学。”为学生创设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学习
的欲望。而在学生展示自己朗读水平时鼓励大家读文中另自
己身受感动的句段，这样既让学生提高了朗读能力，又把握



了全文的主要内容。接着请每一位学生选择其中感动自己的
一处，认真地读一读描写这幅画面的文字，想一想从这些文
字中自己感受到什么，鼓励大家把自己的感受到读出来。学
生找，读,感悟,旁注，老师巡视并个别指点；然后然大家在
小组内交流后全班在进行交流。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二

罪恶的子弹我们无法阻止，战争的局面我们无力扭转，是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多么渺小，但我们可以把自己对
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渴望，通过课堂、通过文本、通过语
言传递给学生，让更多的人来呼唤和平，让战争远离明天的
世界！

首先，我把第四组有关“战争与和平”主题的几篇课文作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专题备课，《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
首诗歌便是作为前一篇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情感教
学的延续。在前一篇课文里学生已经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看到了充满血腥的战争打破了世界的和平，也体验到了罪恶
的战争使孩子失去了父亲的那种极其悲痛的心情。带着对战
争间接的感受和体验，再来学习《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
首诗歌，学生已不再难以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憎恨战争、维护
和平的情感。

诗歌前四小节的叙述结构比较相似，都是先讲美丽的自然景
物本来应该是怎样的：蔚蓝的大海本来是海鸥的乐园……然
后通过“可是”转折，描述现实状况：巡弋的战舰和水雷成
了不速之客……在原有美好与宁静的景象与遭受战争破坏的
景象的对比中，迸发出一声声痛心的疑问：“这究竟是为什
么？”我抓住这句重复的疑问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先引导学
生在有感情地反复诵读中质疑：“这究竟是为什么？”再带
着疑问进行探究：诗人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呼声？让学生选
择一个“这究竟是为什么”去深入地读一读，抓住重点的词
句，反复读，用心体会。在探究读的基础上知道学生进行交



流反馈，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是怎样理解诗中的“？”，
这四个“？”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通过探究“？”，
让学生在品读中感悟，这个“？”不仅仅是疑问，更是一种
对战争的控诉，一种对战争的抗议。最后我又对这个“？”
进行迁移运用，引导学生模仿诗歌的格式来小练笔，也来质
问一句“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有文本可依，学生写起
来并不难，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说，前四节，我从文本中挖掘出的是一个“？”，那么
我从最后一节的希望与祈盼中挖掘出的是“……”，这是诗
歌中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这个省略号意味深长，它
省略的不仅仅是无限美好的希望，更是千千万万人对和平的
祈盼。抓住“……”，我通过导语不断地引导学生有感情地
反复读，让学生在读中去感悟，让学生读出发自肺腑的呼唤：
（师）我们希望，我们祈盼--（生）让蔚蓝色的大海，永远
是海鸥的乐园；（师）我们希望，我们祈盼--（生）让金黄
色的沙漠永远是蜥蜴和甲虫的天下；（师）我们希望，我们
祈盼--（生）让蓝得发黑的夜空永远属于星星和月亮；（师）
我们希望，我们祈盼--（生）让绿茵茵的草地永远滚动着欢
乐的足球……这样的处理，意在让学生拓展运用文本的语言，
也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评课中，金老师对这一点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课文最后对教材的独到处理，令人叫绝。用一句
“我祈盼，我希望”开头，把前面几节内容重新做了消化、
吸收、重组，三维目标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是手段，是过程，也是目标。语文课堂
应该是情感奔流的河，课文蕴涵的思想感情，教师必须先沉
醉其中，才能引领学生浸染在课堂情感的流水之中。

这首诗歌情感强烈，富有感染力，饱含着诗人对战争的无比
憎恨、对和平的无限渴望。引导学生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激发学生憎恨战争、维护和平的情感是本堂课的教学重点。
挖掘情感，是我实施本课教学的另一着眼点，我主要从以下
的几个通道进入情感的世界。



一是以情动情。教师丰富的情感、饱含激情的导语，抑扬顿
挫的语调是唤起学生情感的号角。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动情之处，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看到感人的文章我
常会禁不住地热泪盈眶，记得在上《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时，我就课堂上哽咽了，结果引起了几个女生的唏嘘声，那
是情感的传染。这堂课上，我激情澎湃，一句句悲愤的话语，
一声声深情地呼唤，把学生带入了诗歌的激情中。一位听课
老师这样评价道：整堂课，教师如诗般的语言让人沉浸于诗
歌的遐想之中，教师丰富的情感、抑扬顿挫的语调唤起了我
们对战争的的憎恨，对和平的殷殷期盼！“这究竟为了什
么？”就在那一刹那，老师的眼圈微微泛红，语调低沉但却
底蕴十足，这就是一位语文老师的语言功底、情感底蕴！

二是感情朗读。读是理解诗句的基础，是启发情感的基本手
段，课堂中，我首先通过激情的导语引导学生反复地读出感
情，如我一次次地引导学生读“这究竟是为什么？”，读出
疑惑、悲愤、质问、控诉、抗议的语气。其次，将读、想、
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读、品、感。如让学生自由选择一个
“这究竟是为什么”深入地读一读，抓住重点的词句，反复
读，用心体会，读后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最后把自己的
感受送入朗读，在有感情诵读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读出
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心愿。

三是利用多媒体画面和背景音乐渲染情感。课前我精心选择
一组有代表性的图片制作成课件为我的课堂教学服务，课堂
初始，一幅幅残酷的画面，一张张哭泣的脸，直入学生眼球，
立刻激起了学生情感的波浪。一曲《祈祷》更是揪住了学生
的心，唤起了心头那一股强烈的祈盼之情：让我们敲希望的
钟，多少祈盼在心中，让世界没有战争，让和平永远在！

“不能只挖一个坑，要挖一口井。一个教师有多远，就能引
着孩子走多远。”这是我在听一位特级教师的讲座时记下的。
对比这些特级教师，我知道我现在为学生挖掘出的仅仅只是
一个小小的“坑”，但我相信通过不断挖掘，不断努力，我的



“坑”定会越挖越深，最后成为一口“井”。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三

回过头来看整堂课教学，自己感觉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在
读书过程中我插入了一段结构的分析，硬是把“读”的'这根
线扯断了，使得整节课象断过气一样，不伦不类。如果这个
环节在设计时能把它舍弃掉，在最后的时间里让学生再齐读
一遍课文，那这节朗读训练课就要完美多了。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四

《找春天》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引导学生找春天、画春天，使
学生了解春天的景物，同时引导学生感受春天的美好，培养
学生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
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
的音符吧?”解冻的消息丁丁冬冬，那是春天的琴声吧?多么
美的语言。怎么样让学生感受到语言中蕴含的画面，语言中
蕴含的情感呢?教学本文时，我是这样做的：

读好课文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先播放春天的图画，让孩子
走进春天，感受春天的美丽。接着让孩子们说一说，你眼中
的春天是怎样的。接着让孩子们走进文本，围绕“孩子们找
到春天了吗?从哪里找到的?怎样找到的?”引导孩子们通过朗
读感受文本，感受春天这样一位害羞的小姑娘。文章开头的
两个感叹号，让孩子们多层次朗读，感受的春天来了，我们
激动、惊奇、高兴地心情。

找春天一段，则抓住几个动词“脱掉”、“冲出”“奔向”、
“寻找”感悟孩子们急于到外面寻找春天的心情。在感悟中
要求孩子们读出高兴、期盼、急切的语气。



课文第四至七段，抓住文中的五个比喻句和四个反问句，引
导学生朗读，体会暗喻的精妙。

让学生模仿4——7自然段的句式说写一句话，设计了一个仿
说仿写的训练，让学生仿照第八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补充下
列句子：春天来了!她在————干什么————。

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一写关于春天的文章，或者
画一幅春天的图画、唱一首春天的歌，诵读描写春天的诗歌。
从各个方面感受春天、表达自己对春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今天第一天上课，吃惊的是孩子们已经比较进入学习状态，
不难想象出小家伙们开学之前已经备受家长们的“谆谆教
导”。看到孩子们注意力比较集中，我决定今天把第一课
《找春天》完成。

上午一课时的时间，带领孩子初读课文、美读课文、背诵课
文，下午一课时的时间带领孩子们再次练习背诵、识记、书
写生字。

两节课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表面看似我的教学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孩子们的学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课堂效率低，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1—3小节，学生默读后，说说从文中读出了什么，有的孩
子说读出了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
有的孩子说读出了小朋友脱掉棉袄去找春天。从这里看出，
孩子还没有读进文中，没有领略到文字背后的风景。我接着
孩子的问题问：“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
藏藏，从这句话你还能读出什么?”孩子有些困惑，我让学生
联系后面的“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来理解，孩子们立刻
恍然大悟，春天很难找，春天的景色还不明显，小朋友很喜
欢春天。因为这个地方的训练是“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句子”，
所以，老师应该及时给孩子总结一下这个读书方法，但是，



我忽略了这个细节。接着学生又联系第二自然段明白了春天
来了，孩子们兴奋的心情。这个时候，引领学生美读得不够
充分，所以在下一个环节把1-3自然段背诵下来，学生练习的
时间要长些。

4—7自然段学生在自由读标出小朋友从哪里找到春天的有关
句子后，应有指导读想象，然后再背诵练习，课堂上我仅在
读、划后就让学生自由背诵，也没有背诵的检查。

第八自然段处理得更加草率，齐读一遍就让学生自由读全文、
下课。

两节课看似生字处理完了，课文学生练习读、背诵了，但是
生字还需要回家继续抄写、背诵还需要回家继续练习、课
后“找找说说”练习也没有完成。更大的问题是，学生对语
言文字的积累、对春天美丽的感受，对语言文字的感悟都还
是浅浅的。

总结这课教学的失败，发现要想提高课堂效率，还需认真备
课，并且要注意抓住课堂中的细节妥善处理。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五

《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首诗歌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揭
示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宁，发出对和平的呼唤。
诗歌语言真挚，感情丰富，描绘了大自然的景物，更是花大
篇幅描写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让孩子们对战争进行强
烈控诉以及和平的深情呼唤。

在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里我感觉学生已经感受到了
战争的残酷，看到了充满血腥的战争打破了世界的和平，也
体验到了罪恶的战争使孩子失去了父亲的那种极其悲痛的心
情。于是带着对战争间接的感受和体验，学习《和我们一样
享受春天》这首诗歌，学生已不再难以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憎



恨战争、维护和平的情感。

在文章导入时，我让学生谈了眼中的春天是怎么样的。现在
正是春天，学生在假日也春游了，欣赏了春天的美，感受了
活动的乐趣。此刻他们谈得那么开心，说得词汇那么丰富：
温暖的、百花齐放、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在我们眼中，
春天是美好的，生活是快乐的，世界是安全的，学生也已经
深深体验到了。

接着我让学生自由读诗，诗歌前四小节的叙述结构比较相似，
都是先讲美丽的自然景物本来应该是怎样的：蔚蓝的大海本
来是海鸥的乐园……我让学生读完开头后说一说，你看到了
什么，学生讲到看到了无边无际、蔚蓝的、安静的大海；看
到了宁静的夜晚；看到了广袤的沙漠；一切是那么和谐、那
么美丽，通过他们多角度的理解，以朗读的形式再现诗中所
描绘的景象，去体会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与自由。

本诗通过“可是”转折，描述现实状况：巡弋的战舰和水雷
成了不速之客……在原有美好与宁静的景象与遭受战争破坏
的景象的对比中，迸发出一声声痛心的疑问：“这究竟是为
什么？”我抓住这句重复的疑问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先引导
学生在有感情地反复诵读中想象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学生畅所欲言，谈的感受很深。

通过强烈的反差，学生对失去美景、失去美好生活，产生了
痛惜、愤恨之情。这些情感，融入到学生的朗读中，让我们
充分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节的希望与祈盼中有一个“……”，这是诗歌中的最
后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这个省略号意味深长，它省略的不
仅仅是无限美好的希望，更是千千万万人对和平的祈盼。抓住
“……”，通过导语不断地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读，让学
生在读中去感悟，让学生读出发自肺腑的呼唤，让学生感受
到，对处在战争中的孩子来讲，有一张课桌都是难的，要有



我们这样的环境上课，更是多么不容易。从而引导学生珍惜
现在的学习生活。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六

教学《找春天》，最让我欣慰的是孩子们始终保持着高涨的
热情。这里有惊讶、有欣喜、有展示时的成功感，学习成了
一件非常主动、快乐的事。他们在学习中成长。反思教学的
过程，有以下几个收获：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学生有了兴趣，才会用全部精神
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我想，让学生与文本对话，是新
课程致力追求的新理念。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与文本对
话，首先要唤起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这需要老师努力创设
一个充满新奇的课堂教学环境，引导学生在有趣的语文实践
中内化语言，运用语言。

由于气候的关系，我没能事先带着学生去观察春天，但我利
用多媒体为他们模拟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境地，使他们兴趣盎
然，为接下来的学习调好了情感基调。“找找春姑娘藏在哪
儿”“和它们打打招呼”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激发参
与的兴趣。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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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堂教学中我充分尊重学生，赏识学生。学生始终处于主
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体验中。在潜心会文后，谈及对春天的
感受时，更是折射出多元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灵性飞扬。正
因为为创设了让学生思维自由驰骋的空间，学生在进行语言
实践的过程中，处处闪现出智慧的火花。



课标指出，教师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必须要有开放性的课
程意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树立大语文的教学观，巧
妙整合各种教学资源，融合课内课外，把语文与生活融为一
体。同时，语文也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
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该是语文实
践。作为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正
是在这种强烈的课程资源意识的指引下，我引导学生课内吟
春颂春，课外寻春赏春，多次进行语文实践活动，在语文实
践中学语文，用语文，以致生活走进了语文，语文走向了生
活。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七

讲了《祖国的春天》一课后，我学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对这节课进行了以下反
思。

写作，可以说是语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训练项目，因此，我把"
练笔“这一环节马到了课堂上，放到了学文之后，这是我的
一个大胆尝试。不过，从反馈的信息来看，学生写的还不错，
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训练，我想一定
会较好的促进学生习作水平的提高。

我常常想，学好语文不但能帮助学生读文识字，还能教会学
生明理办事。所以在设计上我不但引导学生去听说读写，领
略课文内容，还引领他们要学会积极，努力，向上的.人生态
度，以真正起到学语文的作用。

以上两点是我设计本节课的两个重点训练内容，都得到了较
好的落实于成效，但为了给练笔留出足够的时间，我在学文
与练笔这两个环节上没有兼顾好，造成以下几点不足：

１学生个人读的机会较少，朗读指导的也不到位。



２学生的活动面不够大。

３有些语文基础知识还缺乏点拨。如：文章结构的教学，修
辞方法的渗透。

４对文章内容挖掘的不够深入。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八

新学期第二天，我们学习了第一篇课文——《找春天》。这
篇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新学期第一天，
我们讲评了寒假作业，然后布置的回家作业是在自家庭院找
一找春天的气息。而且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刚巧那天艳阳高
照，就连早晨刮得风都是暖洋洋的。我还发现好多同学都没
有穿外套。因此上课时我及时抓住这一情节开始导入课题，
一下子把学生带进了春天的怀抱。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大声朗
读课文。在读书过程中学生借助拼音读准生字。这时我出示
生字，通过“开火车”、男女赛读等多种形式让孩子读准字
音。

通过动作表演来理解“害羞”“躲躲藏藏”“遮遮掩
掩”“闻到了她”“触到了她”等词语，课堂中笑声一片，
学生在愉快中体会字词理解字义。然后利用多媒体课件，让
学生欣赏各种春天美丽的画面，体会春光的美好，再播放歌曲
《春天在哪里》，让学生一边欣赏一边想象春天的美景。把
音乐美与语言文字美图画美融合于一体，让学生在美景中赏
读课文。随后让学生带着问题精读课文，岀示自学提示：我
们看到了春天的什么？我们听到了春天的`什么？我们闻到了
春天的什么？我们触到了春天的什么？想回答好这几个问题，
课文必得熟读才行。于是，我让学生用抢答的方式回答问题，
补充答案，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怕自己错过
了回答问题的机会。

第二节课我们主要进行了小练笔的练习和扩词。在小练笔中，



刘彤写道：粉红色的桃花不知不觉地开放，那是春天的笑脸
吧？欣蕊写的是：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叽叽喳喳的叫着，
那是春天的歌声吧？看到孩子们表达得这么好，我由衷得感
到高兴。扩词是延续了上学期的做法，这一过程中，孩子们
你争我抢，小手得丛林总是在我面前，孩子们眼睛亮亮的，
放着喜悦的光芒。都说自信的人是最美的，确实如此！二二
班的孩子如此张扬，透着自信，透着美丽，透着快乐！

春天的美景教案反思篇九

本课选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二年
级下册。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教学中，
让学生通过阅读、感悟，体会春天的美景，体验投身到大自
然怀抱中去的情趣。

【片断一】

（通过课件组织学生观察春景，学生畅所欲言）

师：老师也找到春姑娘了，她在一篇优美的文章里，请大家把
《找春天》读一读，要求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

……

师：同学们真会读书，谁从课文中找到春天了，请说一说。

生：小草是春天的眉毛。

生：野花是春天的眼睛。

生：树木是春天的音符，小溪是春天的琴声。

……



生：写了，写了，课文不是说野花是春天的眼睛吗？

生：不对，因为迎春花有名字呀，怎么叫野花呢？我觉得应
该加上这样一句：迎春花绽开灿烂的笑容，那是春姑娘的纱
裙吧！

生：我也想补充一句：燕子唧唧地叫着，那是春天的歌谣吧！

师：你们想得真好，把春姑娘打扮得更美了。

一直以来，课堂上只有一种声音，老师讲，学生听，似乎天
经地义。而教师的讲是按照自己对教材的理解、自己的思路
和意愿来设计的。在这种接受性的学习方式中，学生失去了
提问的权利，也失去了质疑和深层次思考的机会，最终失去
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的教学模式让教师意识到
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相信学生的潜能，把课堂还给孩
子”才是素质教育真正的内涵。今天的课堂上，我听到的是
多么富有童趣的声音，这声音源自孩子们独特感受，这声音
源自孩子们的丰富想象！从孩子们的争执中，我感受到他们
智慧火花的碰撞，在碰撞中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展示了学生
的潜能。学生极富创意的发言使我认识到：今天的儿童思维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都不容小视。
在课改的今天，学生勇于挑战的个性正渐渐地崭露头角。在
充满想像和梦幻的儿童时期，充分发扬孩子们的个性，引导
他们想像，才能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燃起一盏难以熄灭的明灯。

师：学了这篇课文，能谈谈你的感受吗？

生：老师，这篇课文写得太美了，我想用学过的一首诗来表
达我的感受。

（学生背古诗《村居》）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同学都愿意背关于春天的古诗）



生：我想背《春夜喜雨》。

生：我想背朱自清的《春》。

生：我想背《惠崇春江晚景》、《江南春》、《游园不值》、
《宿新市徐公店》。

生：我想按课文内容画一画美丽的图画。

生：我想唱一首有关春天的歌。

过去，我们的语文课程过于封闭，过于注重语文知识，把学
生定格在语文书本世界里，与其他学科及生活、社会缺乏联
系。语文学科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学科本位的现象必须改
变，但也不能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在课改教学活动中，
看到有的语文课变着花样渗透各种活动，热闹非凡，不管课
文的体裁与内容是否适合，也不管知识是否落实到位。我认
为，融合也好，沟通也罢，语文课不能脱离其根本，最终目
的还是为了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语文课程标准》
中明确指出了小学生必背的70首古诗，在课改实验中，我将
古诗的背诵与学生认字结合起来，旨在通过课外自主地学习
古诗，达到促进学生认字的目的。熟知学生却将古诗与所学
课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且比较和谐。它让我认识到两点：
一是课标中所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即课内老师的指导与
课外自主的学习）是学生学习语文的一条重要途径，二是要
重视语言的积累。积累，是表达的基础，是语言材料内化为
个人语言储备的过程。

（课文已经学完，一位学生举起了小手。）

生：老师，我想给您提个建议，好吗？



师：请你说吧。

生：现在，虽然已是春天了，但我们这儿气候比较冷，至今
还穿着厚厚的棉袄，小草没绿，花儿也没开，感受不到春天
的气息，要是您晚些时候上这一课，那就好啦！

教师角色的转变是课改成败的关键”从参加课改实验的第一
天起，这句话就常常地在我耳边回响，于是我放下师道尊严
的架子，丢下严肃呆板的面孔，扬起春意盎然的笑脸，行走
在孩子们中间。当他们学习遇到困难时，培养他们养成乐于
请教的好习惯；当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观点时，鼓励他们大胆
挑战；当他们在某一方面有特别感受时，引导他们表达。

童心似一张洁白的画纸，你涂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作
为老师，除了教给他们知识外，还得关注他们的思想。每天
早上或课间十分钟，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围
拢过来，叽叽喳喳地向你诉说家里的趣事、路途上的见闻、
所受的丁点委屈，亦或对老师装扮的评价。无拘无束的话语
中，流露着点点真诚。我总是蹲下身子，仔细地倾听，得到
了学生的信任，并促使他们也把信任带到课堂上，构建了和
谐的课堂氛围。和谐的课堂氛围呼唤教学民主，要做到教学
民主，必须真诚地对学生说：“孩子，你是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