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 大作家的小
老师语文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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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篇一

首先是备课思路清晰，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上完课很兴
奋，有收获也有不足：

一、谈收获

我觉得上公开课，是一种经历，也是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最深入、最投入的'备课，上完课竟然几天
课的流程都在脑中回荡，挥之不去，在接到任务后，我先把
书读了十遍，布置学生最少读五遍，然后自己先独立备课，
备好后再看参考书，最后上网查资料，再去请教王珊主任，
仅用两天时间备课，两天写说课稿。

再预设教2---4是我一时有几种教学思路，但总是觉得不妥，
然后睡了一觉，睡醒了再想一会儿，最后，为了更好的完成
教学任务，我把几种思路的教学流程一句一句的写下来，写
好后再对照一下，看看哪种更合适，一共写了26张纸，后来
终于想通了，这才出去买些吃的，静下心来。上课时学生发
言积极，连一些平时不举手的同学都发言了，而且孩子学习
课文的方法真多，课堂生成的东西较多。以往主人的话来说
课上的很灵动。

二、谈不足



时间安排有点不充分，拖了两三分钟，第一段可以放在第一
课时上。

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篇二

执教了这一课，在教学中为了弥补习作二中的遗憾，我在这
一课中，抓住了文中对小姑娘外貌描写的句子，首先在学生
读了描写小姑娘外貌句子后，请他们说说自己感受到小姑娘
是个怎样的孩子。然后指导了写外貌反映人物个性的方法：
从整体入手，再抓住引人注意的细节，最后加上自己对他的
整体评价。这样写一个人的外貌就会真实、形象、具体。

关于联系自己生活实际的一点想法：

我们在教学中都很注意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这样能帮助学生
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同时也能使学生灵活运用已学的知识
指导自己的生活。

在本课中，我也请学生联系自己生活实际，说说对课文萧伯
纳说的话的理解。学生们都只能说到，要谦虚。我想这就是
学生的认知水平，他达不到明了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这个层次上来。本来我想教师可以站得高一些，这
样指导学生即使不明了这些道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总
觉的不吐不快。最终还是自说自话的将这个内容说了出来。
看见学生的一脸茫然，真是心生悔意。作为教师应该遵循学
生认知规律，把握好课堂的深度，而不是一味将自己的理解
端出来。

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篇三

《大作家的小老师》一课这篇课文我是上学期上的。时至今
日仍牵在心头：感觉那是我自认为较成功的一节课，究其原
因注重了教材的扩展，我认为较好了阐释了用教材教，吻合
了课标的一些理念。使在这一节课中学生学得挺轻松的，并



且掌握的更好。几点做法：

一是先在班级墙上张贴了很多关于萧伯纳的故事，还有更多
的关于人与人平等的故事。让学生有意无意中受其影响，接
近它感受它。这些资料都是用喷墨喷出来的，图出把学生吸
引到跟前，内容留住学生。

二是在班级书柜中存放了几本书，无论学生有没有看到，但
上完课之后，一定要让学生知道有关萧伯纳更多的故事请从
书中找。

三是进行了写的扩展。主要是想想看在生活中除了老师和长
辈之外，有没有比你小的人教给你一点道理，进行交流并且
较好了引而不发，学生越着急，我越不让讲，当下课后再让
学生把它写下来。进行全班交流。

四是进行课本剧的表演。面对表演学生更是兴奋不已，一组
虽是四个人可文中却只有两个人物我就要求两个人演角会，
一个人做解说了，而另外一个人的工作更重要，为了使你们
这一组表现的得好，你得认真观察，指出他们优点与缺点，
便于改进。

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篇四

师：“大作家为之一震，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生：“他会想，我恨你！”

顿时，孩子和听课的老师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案例评析]

这是我在上赛教课《大作家的小老师》时，讲到课文的重点
部分――让学生理解“大作家在听了小女孩的话以后，为什



么会为之一震，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从而体会大作家的心
胸宽广以及为什么大作家会称小女孩是他的老师这一教学重
点和难点。可是，当冯朝阳在座位上说：“他会想，我恨
你！”时，我也弄不清，自己是没在意，还是不想引起什
么“麻烦”，下意识地躲过去了。

下课后，我觉得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突破的还不是很好，
于是，每一个环节我都好好地进行了反思。当孩子这一
句“他会想，我恨你！”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回荡时，我用力
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这不正是我突破教学难点的好时机吗？
可我却让课堂上这一突发生成的宝贵的教学资源，在自己有
意无意的害怕中流失了。

[案例二]

下午一上课，我就说：“早上上课时，冯朝阳小朋友说，大
作家恨小女孩，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同意
吗？”孩子们马上七嘴巴舌地喊到：“不同意，不同意！”
我故意皱起眉头说：“为什么呀？”个个都把小手伸得老高，
跃跃欲试。于是，我不紧不慢地说：“别急，冯朝阳既然这
样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大家要打开书再认真地细读课文，
从文中找到证据说服他才行。”哇，孩子们立刻打开书，拿
起笔，仔细地读起来。

五分钟后，王郡文举起小手，站起来说道：“我认为冯朝阳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因为文中第四自然段紧接着就告诉我们，
大作家马上意识到刚才是自己太自夸了，感到不好意思，怎
么会是‘我恨你’呢？”

陈静言小朋友等不及了，急忙站起来说：“我觉得冯朝阳这
样理解，把大作家的心胸看得太狭窄了。课文的第五自然段
说，萧伯纳深有感触，说明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明
白了做人应该谦虚才对。”



“对！”马文静也忍不住站起来说道：“我从萧伯纳说的话
中知道，他不会恨小女孩，而是在感谢小女孩。老师，我想
读读他说的话可以吗？”于是，她声情并茂地朗读道：‘一
个人不论取得多大成就，都不能自夸。对任何人，都应该平
等相待，永远谦虚。这就是那位小姑娘给我的教育。她是我
的老师。’（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如果冯朝阳能向老师
说的那样，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我想，他就不会误解大作家
了。”

我紧接着问冯朝阳：“你接受大家的意见吗？”调皮的他不
好意思地点点头，我又问：“‘我恨你’，这是你的真实想
法吗？”他摇摇头，我摸摸他的小脑袋说：“下次，可要思
考好了再回答哦！”

我又嘟着嘴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的意见，为什么早上上
课时，不提出来呢？”孩子们都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我接
着说：“老师也不对，今后，让我们大胆一些，勇敢地发表
自己的意见，不管对与错，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共同来
讨论，好吗？”全班孩子用力地点点头。

[案例评析]

上完青赛课，经过反思，我觉得没有好好利用这意外、突发
生成的教学资源，是我这堂课最大的遗憾。于是，下午上课
时，我马上进行了弥补，利用孩子思维的焦点――矛盾点，
充分激发了孩子读书的欲望，明确读书的目的，在读中感悟；
激发了孩子讨论的兴趣，在交流中进一步感受大作家宽广的
胸襟，学会做人的道理。这样一来，教学重点得到突出，教
学难点得到突破。由此可见，勇敢地面对教学中出现的一
些“意外”，会让我们挖掘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宝贵的教学资
源；机智地处理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意外”，会让我们的教
学更充满思维的活力；善于小结教学中出现的一些“意外”，
会让我们孩子的学习更洋溢着个性。



大作家的小老师评课稿篇五

教学目标既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或者说它是教学的
灵魂。它支配着教学的全过程，并规定着教与学的方向。然
而在开展个性化的阅读教学实践中，有时老师片面理解“个
性”或对“度”的把握不当而导致迷失教学方向，最终丢失
或偏离教学目标。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开展个性化阅读，作
为教师，就应十分注意“放”与“收”，可谓“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放”，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独立思
考，自悟、自得；“收”，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正确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平等的氛围，放手让
学生畅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材的重点、难
点和学生的疑点，加以点拨、引导。使学生由不懂到懂，不
会到会；由肤浅到深入，表面到实质。

在上述案例中，执教者基于通过课文语言使学生感悟大作家
的谦逊自律的人格美、宽广的胸襟以及文本所透露的一些人
文精神这一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围绕“在你的心目中，小姑
娘和萧伯纳分别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通过读读、悟
悟、议议再悟悟展开个性化的阅读教学。问题的开放性为学
生的多元理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小姑娘聪明极
了”和“小姑娘淘气透了”两种好似截然矛盾的论点在课堂
上汇成了和谐的交响乐。“聪明极了”为大家展现的是一个
超乎同龄人的、很理性的小姑娘，一个非常善良、懂得自尊
自爱的小姑娘；而“淘气透了”为大家展现的是一个天真、
纯洁又顽皮的小姑娘。在教学中，老师鼓励学生从自己的视
角出发，对文本作出了个性的反应。然而，在阅读教学过程
中，教师能依据个性化的理解，顺势推舟，从正反两方面人
士萧伯纳的高尚人格。同时，教师不是一味地认同，当孩子
们的倾向文本的焦点之处发生偏差——觉得萧伯纳自夸时，
教师以疑激思，利用孩子思维的焦点——矛盾点，充分激发
了孩子读书的欲望，明确读书的目的，在读中感悟；激发了
孩子讨论的兴趣，在交流中进一步感受大作家宽广的胸襟，
伟大的人格，学会做人的道理。在探究研读文本中教学重点



得到突出，教学难点得到突破。

整个教学过程，教师既大胆放，给学生以足够的自由空间，
同时又注意了教师的点与拨，使个性归于共性的目标。因而，
学生在积极主动的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了对课文的理
解和体验，读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审美
享受。阅读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生命，在个性与共性的整合中溢彩

语文教学，应当是一次次生命的对话，是孩子们内心情感的
真切流露，是他们个人见解和智慧的展现。因此，应该重视
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尊
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本堂课中，不仅开放性的
问题为学生个性化的理解提供了平台；同时，教师民主平等
的教学作风更是对“平等”的最好阐释。

“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对萧伯纳说吗？为什么？”这样一位
世界大文豪，你该如何去面对？角色的转换，使孩子们面临
的是“做人”的抉择。“难道他错了，你也？”一引一激，
学生茅塞顿开，最后教师根据学生多彩的回答进行小结。利
用文本隐性的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做人的
原则教育。学生在与文本积极地对话的同时，受到了美的熏
陶、情的陶冶、以及心灵的洗涤，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
个性张扬。

总之，对于学生的学习，教者更应关注的是进入学生的生命
领域，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的身心作为生命体参与
其中，让课堂充满人文关怀，成为人性养育的殿堂，并由此
焕发生命活力，这样的教育才会让生命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