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声板书设计 心声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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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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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声板书设计篇一

这是一堂暑期调动时所上的课，抽签后备课1个小时，马上上
课。抽到《心声》，我很高兴，是我喜欢的类型。上过课后，
当时感觉还是可以的，觉得能把学生从懒洋洋状态调到积极
学习状态，自己比较满意。后来知道评委老师也是赞同的，
给的是最高分，说明评委也是认同的，那么，我这堂课的成
功点应该在哪儿呢？不禁引起我的深思。

《心声》是现行人教版初三教材选用的一篇新课文，它是一
篇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的文章，作者黄蓓佳以其审视人生的
独特的视角，透过一节常见却不该常见的公开课向我们发出
了沉重的质疑：“公开教学课难道是上台表演吗？噪子不好
的人，就只能躲在树林子里读他喜欢的课文吗？”“朗读课
文难道一定要唱歌嗓子吗？”她一次又一次借助细致的心理
描写表达着李京京的心声，表达着她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而这一观点正是作者力图通过
她的作品告诉我们的。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们首先要关注
作品的主人公李京京的形象，力求通过对李京京心理的分析
挖掘出作品深刻的主题含义，进而结合实际关注学生的情感
态度，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师生观。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教师的一举一



动、一颦一笑都将在学生的眼底下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给学
生一个冷眼，收获的将是无数个轻蔑；你给学生一张笑脸，
收获的将是无数个尊敬。特别是在新课改形式下，老师更须
推倒心中那堵已并不牢实的“师道尊严”的篱笆，给每个学
生以宽容和爱，让师生成为一对相互尊敬、“值得彼此崇拜
之活人”（陶行知语）吧！我想这堂课的成功应该包含以下
的因素吧。

一、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

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
所教的东西。”我不失时机地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改变学
生被动、消极的“要我学”为热情主动的“我要学”，从而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是暑期，学生都是放假了被老师
叫回来特地上这样的课的，所以学生积极性本不是很高，再
加上天气的热，学生累是肯定的，于是我就以这个为话题，
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但对我而言，这堂课是我的唯一，
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给大家上课，所以我是很重视的，我
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缘分。说的学生心里暖呼呼的，劲头一下
子好起来，于是进入课堂教学。

二、营造民主宽松的氛围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过程中进行”。作为读者的学生，同样拥有对文本进行阐释
的权利。而教师的责任，就是鼓励学生从自身的视角出发，
通过学生自己的知识构成、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自己的人
生观与世界观，对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使学生成为具有独
立学习、思考和表达能力的阅读者。所以当学生在对文本进
行一定的阅读、思考和讨论之后，有看法需要表述之时，我
充分尊重了学生的意愿，让他们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想说
的心里话，让心与心的交流在对话中得以展现。

三、有效指导个别朗读



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
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语文课的第一任务
是让学生学习语言。而读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
熟读、背诵，使书面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才能有效
地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因而教学必须重视朗读
的训练，加强对朗读的指导与训练。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
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
读中培养语感，体验品味。可见在新课标下，朗读已成阅读
教学的“热点”。但是朗读教学指导方法单调、机械、生硬，
常见教师在分析、理解之余来一句“请同学们有感情地读读
这部分”，或“把xxx语气读出来”，诸如此类隔靴搔痒的引
导，导致朗读不能熔“导”、“练”于一炉，不能揉理解、
感悟于一体。有的教师即使有指导却不得要领，只重声音形
式，不重内心体验；只重表层的技巧，不重语言环境中的内
蕴。常听教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把某一个字（词）读得重
（或轻）些，把某几个句子读得快些（慢些），而忽略了朗
读表情达意的要义。本课教学主要抓住朗读技巧训练，培养
学生朗读能力，通过朗读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审美能力。我
把朗读定位在随心上，朗读不做作，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
么读；把朗读定位在结合语言环境进行“说”上，学生读后，
获得了同学们阵阵地掌声，读书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

四、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建议”第五条中明确提出“阅读是
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感情理解和
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
受审美情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学
生站起来回答之前，我先在下面听学生的理解，并指导她，
然后问他等会叫你起来说是否可以，得到学生的同意后，我
才叫他起来回答。充分地尊重学生，所以后来，我在下面指
导过的学生站起来的越来越多，学的积极主动又投入。



五、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本堂课能做到预设仅为预设，随课堂变化而抛开。我教案中
设计的第四个环节，学生找出句子与预设不同，我就撇开教
案，思路跟着学生转，让学生领着课堂走向结束。效果挺好。

心声板书设计篇二

《草丛中》是湘版美术实验教材四年级下册的内容，本课在
美术中涉及到造型表现领域，以线描的手法进行造型活动，
通过观察描绘小草的形态，并适当想象添画。我一方面引导
学生观察写生，让学生了解植物因种类、生长速度的不同而
产生的高矮、强弱、粗细、大小、翻转等形态变化。在一片
草丛中，植物的排列有前有后、遮挡穿插关系。教学由欣赏
美——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四个环节组成，引导学
生对单棵草、多棵草、和草丛特征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观察、
记忆、想象的形式表现不同草的'特点，用前后遮挡的方法画
出茂密的草。在课堂中，通过大量的图片欣赏，引导学生体
会画家是如何用绘画语言表达对草的主次关系、疏密关系，
以及近大远小的关系的处理。

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团结协作能力，我把全班分成
了四组，每一组有自己的一块领地，在本组的领地内“种
植”一块草，同学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作业效果也特
别好。

不过，教学中也留下不少遗憾，例如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线
的疏密组织;用线处处都密，必然主次不分;用线处处都稀松，
画面必然空洞;用线有疏有密，画面才有节奏感。

心声板书设计篇三

《心声》是现行人教版初三教材选用的一篇新课文，它是一
篇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的文章，作者黄蓓佳以其审视人生的



独特的视角，通过一节常见却不该常见的公开课向我们发出
了沉重的质疑：“公开教学课难道是上台表演吗？噪子不好
的人，就只能躲在树林子里读他喜欢的课文吗？”“朗读课
文难道一定要唱歌嗓子吗？”她一次又一次借助细致的心理
描写表达着李京京的心声，表达着她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而这一观点正是作者力图通过
她的作品告诉我们的。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们首先要关注
作品的主人公李京京的形象，力求通过对李京京心理的分析
挖掘出作品深刻的主题含义，进而结合实际关注学生的情感
态度，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师生观。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教师的一举一
动、一颦一笑都将在学生的眼底下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给学
生一个冷眼，收获的将是无数个轻蔑；你给学生一张笑脸，
收获的将是无数个尊敬。特别是在新课改形式下，老师更须
推倒心中那堵已并不牢实的“师道尊严”的'篱笆，给每个学
生以宽容和爱，让师生成为一对相互尊敬、“值得彼此崇拜
之活人”（陶行知语）吧！我想这堂课的成功应该包含以下
的因素吧。

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
所教的东西。”我不失时机地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改变学
生被动、消极的“要我学”为热情主动的“我要学”，从而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是暑期，学生都是放假了被老师
叫回来特地上这样的课的，所以学生积极性本不是很高，再
加上天气的热，学生累是肯定的，于是我就以这个为话题，
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但对我而言，这堂课是我的唯一，
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给大家上课，所以我是很重视的，我
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缘分。说的学生心里暖呼呼的，劲头一下
子好起来，于是进入课堂教学。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过程中进行”。作为读者的学生，同样拥有对文本进行阐释
的权利。而教师的责任，就是鼓励学生从自身的视角出发，
通过学生自己的知识构成、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自己的人
生观与世界观，对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使学生成为具有独
立学习、思考和表达能力的阅读者。所以当学生在对文本进
行一定的阅读、思考和讨论之后，有看法需要表述之时，我
充分尊重了学生的意愿，让他们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想说
的心里话，让心与心的交流在对话中得以展现。

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
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语文课的第一任务
是让学生学习语言。而读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
熟读、背诵，使书面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才能有效
地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因而教学必须重视朗读
的训练，加强对朗读的指导与训练。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
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
读中培养语感，体验品味。可见在新课标下，朗读已成阅读
教学的“热点”。但是朗读教学指导方法单调、机械、生硬，
常见教师在分析、理解之余来一句“请同学们有感情地读读
这部分”，或“把xxx语气读出来”，诸如此类隔靴搔痒的引
导，导致朗读不能熔“导”、“练”于一炉，不能揉理解、
感悟于一体。有的教师即使有指导却不得要领，只重声音形
式，不重内心体验；只重表层的技巧，不重语言环境中的内
蕴。常听教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把某一个字（词）读得重
（或轻）些，把某几个句子读得快些（慢些），而忽略了朗
读表情达意的要义。本课教学主要抓住朗读技巧训练，培养
学生朗读能力，通过朗读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审美能力。我
把朗读定位在随心上，朗读不做作，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
么读；把朗读定位在结合语言环境进行“说”上，学生读后，
获得了同学们阵阵地掌声，读书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

《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建议”第五条中明确提出“阅读是
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感情理解和



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
受审美情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学
生站起来回答之前，我先在下面听学生的理解，并指导她，
然后问他等会叫你起来说是否可以，得到学生的同意后，我
才叫他起来回答。充分地尊重学生，所以后来，我在下面指
导过的学生站起来的越来越多，学的积极主动又投入。

本堂课能做到预设仅为预设，随课堂变化而抛开。我教案中
设计的第四个环节，学生找出句子与预设不同，我就撇开教
案，思路跟着学生转，让学生领着课堂走向结束。效果挺好。

心声板书设计篇四

反思这堂课备课和教学过程，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学生
读文本的时间还略显不够，指导学生“朗读心声”还不够深
入，学生合作探究方式的运用还有形式主义之嫌等等。即便
如此，这次送教的经历让我开阔了语文教学的视野，增长了
对语文教育和课堂的理解。因为，只有更深地去研读教材，
立足学生，以生为本，就能读出教材中更多的“声音”，语
文课堂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更多的'“语文味”！我想，这也是
每一个语文老师应该传达的声音。

心声板书设计篇五

这是一堂暑期调动时所上的课，抽签后备课1个小时，马上上
课。抽到《心声》，我很高兴，是我喜欢的类型。上过课后，
当时感觉还是可以的，觉得能把学生从懒洋洋状态调到积极
学习状态，自己比较满意。后来知道评委老师也是赞同的，
给的是最高分，说明评委也是认同的，那么，我这堂课的成
功点应该在哪儿呢？不禁引起我的深思。

《心声》是现行人教版初三教材选用的一篇新课文，它是一
篇充分体现新课程理念的文章，作者黄蓓佳以其审视人生的
独特的视角，通过一节常见却不该常见的公开课向我们发出



了沉重的质疑：“公开教学课难道是上台表演吗？噪子不好
的人，就只能躲在树林子里读他喜欢的课文吗？”“朗读课
文难道一定要唱歌嗓子吗？”她一次又一次借助细致的心理
描写表达着李京京的心声，表达着她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而这一观点正是作者力图通过
她的作品告诉我们的。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们首先要关注
作品的主人公李京京的形象，力求通过对李京京心理的分析
挖掘出作品深刻的主题含义，进而结合实际关注学生的情感
态度，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师生观。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教师的一举一
动、一颦一笑都将在学生的眼底下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给学
生一个冷眼，收获的将是无数个轻蔑；你给学生一张笑脸，
收获的将是无数个尊敬。特别是在新课改形式下，老师更须
推倒心中那堵已并不牢实的“师道尊严”的篱笆，给每个学
生以宽容和爱，让师生成为一对相互尊敬、“值得彼此崇拜
之活人”（陶行知语）吧！我想这堂课的成功应该包含以下
的因素吧。

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
所教的东西。”我不失时机地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改变学
生被动、消极的“要我学”为热情主动的“我要学”，从而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是暑期，学生都是放假了被老师
叫回来特地上这样的课的，所以学生积极性本不是很高，再
加上天气的热，学生累是肯定的，于是我就以这个为话题，
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但对我而言，这堂课是我的唯一，
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给大家上课，所以我是很重视的，我
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缘分。说的学生心里暖呼呼的，劲头一下
子好起来，于是进入课堂教学。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
过程中进行”。作为读者的学生，同样拥有对文本进行阐释



的权利。而教师的责任，就是鼓励学生从自身的视角出发，
通过学生自己的知识构成、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自己的人
生观与世界观，对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使学生成为具有独
立学习、思考和表达能力的阅读者。所以当学生在对文本进
行一定的阅读、思考和讨论之后，有看法需要表述之时，我
充分尊重了学生的意愿，让他们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想说
的心里话，让心与心的交流在对话中得以展现。

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
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语文课的第一任务
是让学生学习语言。而读是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
熟读、背诵，使书面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才能有效
地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因而教学必须重视朗读
的训练，加强对朗读的指导与训练。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
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
读中培养语感，体验品味。可见在新课标下，朗读已成阅读
教学的“热点”。但是朗读教学指导方法单调、机械、生硬，
常见教师在分析、理解之余来一句“请同学们有感情地读读
这部分”，或“把xxx语气读出来”，诸如此类隔靴搔痒的引
导，导致朗读不能熔“导”、“练”于一炉，不能揉理解、
感悟于一体。有的教师即使有指导却不得要领，只重声音形
式，不重内心体验；只重表层的技巧，不重语言环境中的内
蕴。常听教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把某一个字（词）读得重
（或轻）些，把某几个句子读得快些（慢些），而忽略了朗
读表情达意的要义。本课教学主要抓住朗读技巧训练，培养
学生朗读能力，通过朗读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审美能力。我
把朗读定位在随心上，朗读不做作，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
么读；把朗读定位在结合语言环境进行“说”上，学生读后，
获得了同学们阵阵地掌声，读书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

《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建议”第五条中明确提出“阅读是
学生的性格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感情理解和
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



受审美情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学
生站起来回答之前，我先在下面听学生的理解，并指导她，
然后问他等会叫你起来说是否可以，得到学生的同意后，我
才叫他起来回答。充分地尊重学生，所以后来，我在下面指
导过的学生站起来的越来越多，学的积极主动又投入。

本堂课能做到预设仅为预设，随课堂变化而抛开。我教学中
设计的第四个环节，学生找出句子与预设不同，我就撇开它，
思路跟着学生转，让学生领着课堂走向结束。效果挺好。

以上是自己的臭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留个上课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