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转述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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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转述教学反思篇一

学会转述，培养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和良好的交际态度。

【教学要求】

1、习转述，要听清楚、说明白。

2、说话时态度大方，讲究礼貌。

【教学准备】ppt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请人把话转告给别人，这就
叫“捎话儿”，也叫转述”。（板书：转述）转述应注意：
转述别人的话，首先要听清，记准人家的话，别弄错；转述
的时候，要把原话说清楚，说明白，不然就会耽误事。（板
书：听清楚、说明白）

二、创设情境

（x老师走进教室）

师：x老师，您有事？



x老师：黄老师，打扰您了，请问杨老师在这里听课吗？

上课前有个人找她，她出去了，您找她有什么事？

——x校长通知她今天下午4：30到二楼会议室开会，要带一
支2b铅笔和黑色钢笔。等一会儿x老师来了请您转告她。谢谢！

三、练习转述

1、复述通知

同学们，等会儿x老师来了，谁能把x校长的'同志转告给x老
师？转述时，一定要把原话记住，说得清楚明白。想想，刚
才x老师怎么说的？不要忙着举手，每人先在心里说一遍，记
不住的，可以问问同桌。

现在，请同学把x校长的通知说一下。谁先说？（点评）

2、扮角色转述

现在我当x老师，你们先说给我听听，怎么样？不过，除了把
通知的话说清楚外，还得有礼貌，说话态度要自然大方，说
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当然也不要太响，因为只讲给一个人
听。为了说好，各学习小组先出声地练习一遍。一个人说，
其他人仔细听，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帮他修改。（各小组练习）

谁来试试？别忘了，我现在是x老师。（点评）

3、写留言条

哎，x老师怎么还不来呀？看来，她可能有事。等会儿我们就
要放学了，怎么办呢？这样吧，咱们写张留言条放到x老师办
公桌上，怎么样？我们学过写留言条，还记得怎样写吗？
（复习留言条的写法）



好，现在大家都写，谁写得好，就把谁的放到x老师的桌子上
去。（学生写留言条，老师巡视指导。）

多数学生已经写好了，请自己大声读一遍。同桌再互相检查
一遍。

谁念给我听听？（评改）

4、情境转述

（x老师推门而入）x老师，您早来一会儿，我们就不必费这么
大事了！（怎么回事？）

哪位同学来告诉x老师？（指名转述）

四、教学反馈

x老师这里还有一则好消息，想知道吗？请每组第一位同学到
我这儿来听，再请他们传话给你们。

分组传话。反馈转述情况。

五、总结全课

同学们，学会说话、写话多重要啊！今后要好好说，争取说
得更好，写得更漂亮！现在，我们就把刚刚转述的内容写成
一篇优秀的作文吧。

六、课堂延伸

请大家把今天上课的情景回去讲给爸爸、妈妈听，好吗？

板书设计：



转述

听清楚

讲明白

转述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口语练习，使学生知道什么是转述，生活中常常需要
转述，怎样把听到的`内容转述给对方。

2.知道转述时要说清楚转述的主要内容。

3.在与别人的交际中能做到态度自然大方。

教学难、重点：

1.能听清楚要求转述的主要内容，并能正确简要的转述。

2.积极参与角色表演，态度自然大方。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流程：

一、故事导入，结识话题。



1.教师讲故事，导出新课。

2.自由读书，什么是转述，在转述时要注意什么？

3.学生汇报，教师板书。

认真听听清楚抓要点说明白

二、创设情境，练习转述。

1.创设情境：有一位同学病了，请把这个通知转述给他。

2.练习转述，同学相互练习说说。

3.表演汇报，同学评议。

三、课外拓展，联系生活。

四、总结。

五、作业：

把今天课的内容转述给爸爸妈妈。

转述教学反思篇三

《学会转述》是口语交际课程中的一个主题，是利用生活中
的平常事，让学生转述别人的一件事、一段话。通过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创设多种情景进行多种方式口语交际，充分开掘
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资源，同时又服务于生活，让学生实实在
在地学到有用的口语交际基本能力。

首先，我认为本次教学的优点在于：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本课设置的是传悄悄话的'游戏，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可能对
于“转述”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所以先用传悄悄话来导入
会更易于接受。同时，游戏可以使学生们的注意得到集中，
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也可以更好地控制整个课堂的纪律。

二、多种方式教学

本课着重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际的能力，所以我采用了
多种课堂教学方式去锻炼学生的这一能力。主要有做游戏、
同桌之间相互练习、小组内讨论以及老师评价与同学之间互
评相结合。这样既可以避免课堂的单调乏味，也可以让学生
积极开动脑筋，紧跟课堂的节奏以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过渡衔接恰当

我为本课设计了三个环节，分别是对简单句的转述、对通知
的转述、自由选择主题进行转述。这三个环节有一定的难度
梯度。在总结了前一个环节的同时，我会告诉同学我们要增
加难度，问他们有没有信心挑战。这样就做到了承前启后，
并且对于同学们的自信心也是极大地鼓励，也可以让同学们
更专注地学习下一个环节的内容。

其次，我认为本次教学过程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一、引导学生不到位

在同学们回答完问题之后，对于不恰当的地方没有及时地指
出。例如：在回答转述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时，同学回答
的是小声说不能让别人听到。我没有及时地指出转述真正的
含义在于把一件事中最关键的内容传达给别人，而不是传悄
悄话。这一疏忽直接导致了在最后一个小组讨论环节中出现
了大部分同学以说悄悄话代替了真正意义上的转述。这样不
利于学生真正掌握转述这一技能。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应
当特别注意对于学生正确的引导，才能让课程顺利地进行。



二、教学方法的单一

在本课的教学中，多数采用了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没有让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思维，也不利于掌控课堂的纪律。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
要多把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积极地去思考，而老师做的只
要是正确地引导学生并且紧扣讲课主题。

总之，由于是第一次执教，在讲课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意
外以及疏忽，但整个教学过程还算圆满地结束了。在今后的
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改善自己的不足，争取不断地取得进步。

转述教学反思篇四

从教学中，我得到以下启示：

一、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互动的过程。

口语交际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与过去的听话、说话有着显
著的区别，它强调的是多向、互动、交际，强调的是交际过
程中民主平等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我们教师应抓住生活
中的平常事，让学生转述别人的一件事、一段话，通过听与
说双方互动的过程来达到教学目标。

二、口语交际要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

“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天地是活的知识宝库，便是活
的书。”叶圣陶老先生的话，让我充分感觉到口语交际训练
其实就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在这种真实的情境里，学生们
乐于表达，勇于表达，还学会了怎样表达。这才是口语交际
真正的目的。

三、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利用教材。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着这个例子我们教师要能举一反三。
如何利用这现成的口语交际情境进行教学，我想这也需要老
师们要对全册教材进行研究，抓住生活中的亮点，寻找口语
交际的场景。

如今不少教师在教学中，考虑得最多的是知识点的传授，是
训练点的确立，却恰恰忽视了学习中的.人的感受。原本有滋
有味的话题，学生却感到索然无味，这就要求教师要了解学
生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使学生在口语交际中真正活起
来、动起来。教师是牧羊人，要把可爱的孩子引领到最肥沃
的草地上去尽情享受，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

转述教学反思篇五

从教学中，我得到以下启示：

一、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互动的过程。

口语交际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与过去的听话、说话有着显
著的区别，它强调的是多向、互动、交际，强调的是交际过
程中民主平等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我们教师应抓住生活
中的平常事，让学生转述别人的一件事、一段话，通过听与
说双方互动的过程来达到教学目标。

二、口语交际要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

“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天地是活的知识宝库，便是活
的书。”叶圣陶老先生的话，让我充分感觉到口语交际训练
其实就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在这种真实的情境里，学生们
乐于表达，勇于表达，还学会了怎样表达。这才是口语交际
真正的目的。

三、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利用教材。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着这个例子我们教师要能举一反三。
如何利用这现成的口语交际情境进行教学，我想这也需要老
师们要对全册教材进行研究，抓住生活中的亮点，寻找口语
交际的场景。

如今不少教师在教学中，考虑得最多的是知识点的传授，是
训练点的确立，却恰恰忽视了学习中的人的感受。原本有滋
有味的话题，学生却感到索然无味，这就要求教师要了解学
生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使学生在口语交际中真正活起
来、动起来。教师是牧羊人，要把可爱的孩子引领到最肥沃
的草地上去尽情享受，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