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实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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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1、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五个意外的叙事安排，巧妙地刻画了
作者当年的活泼、顽皮、聪明的形象，在整件事情中，作者
对人物进行细致形象的刻画，展现了我从最初自以为是的得
意，到后来考场上的狼狈应考，得高分之后的骄傲自得，重
考时的`尴尬羞愧，以及最后对林老师的感激，这一系列的人
物心理都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描写展现出来的。而林老师在考
试时对我默默关注，重考后仍用“优”给我警示和鼓励，最
后主动找我谈心，这一系列的做法展现了一位关心学生、爱
护学生的好老师。

2、语言特点 本文的语言充满诗意，文中的景物描写充满了
梦幻般的色彩，给人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为全文渲染了浪
漫气氛。同时，文中还有极为新奇的比喻句，让文章语言充
满了幽默风趣的特点。

3、文章采取正副标题结合的方式，正标题是文章主题的体现，
副标题是文章内容的概括。形式新颖。

4、文章内容及主题 《在那颗星子下》记叙了作者初中时代
的一件事，回忆了初中时代自己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成长过
程中林老师给我关怀，用智慧的教育方式为我指引了正确方
向，表达了我对林老师的感激和眷恋。本文除了抒发对林老
师的感激之情，还有对整个初中时光的缅怀。



根据六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设置本文的学习目标。学生在阅
读文章时，能够意识到通过人物描写把握人物形象，但是只
是笼统的概念，没有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本节课，教师想
通过指导学生通过人物动作描写梳理人物变化，从作者的心
理变化理解我对林老师的感激之情。

1、 指导学生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语，动词、形容词等能够
形象地体现人物心理的词语。 进行分析，仔细品味该词的含
义，以及在这句话中的表达效果。

2、 联系上下文。不能孤立的分析一个句子，而是要结合句
子所在的段落，或者这个人 物动作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前因
后果是什么，联系全文分析人物，这样能够达到准确把握。

学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和训练，已经能够有意识地抓住句子
中的关键词语，联系上下文的内容来揣摩人物心理，既能够
得出概念性的词语，如“得意”“感激”等，也能够根据上
下文内容分析人物之所以出现这样心理的原因，这样就避免
了学生概念化地理解人物。通过对人物心理变化的梳理，感
受人物动作刻画人物心理的作用。理解了作者对林老师的感
激之情。

1、导入。导入设计，只单纯强调了通过人物动作分析人物心
理，抓住人物的关键动作， 但是忽略了结合具体环境这一方
法。使导入环节与后面的指导环节出现了脱节的情 况。

2、作业布置。学生作业：课后，抓住“深深一望”这个动作
详细刻画作者的内心活动， 写一个80字的片段。这一作业与
课堂环节有重复，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本节课的学习内容进行
拓展和延伸，可以设计为：十年后，我再次遇到林老师的时
候，通过任务的动作和语言展现人物心理。

3、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需要加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活
动方向出现了偏差，教师应在这是随机处理，将学生带回课



堂活动的主要方向。一生抓住“东张西望”一词， 分析的时
候遇到了困难，教师可以在这时提醒学生，圈画最能够体现
人物心理的句子去分析品味，这样避免了学生将细枝末节没
有代表性的动作描写也找了出来，影响了课堂活动的效果。

1、这次公开课，我首先从文本解读的环节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教师的解读如果出现了 偏差或者不到位会直接影响整节课的
设计和实施。备课组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出了一 些有效的意见，
从主旨方面叙事选材等方面的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经
过多次的反复讨论，教师对本文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了。

2、教师有了正确和深入文本解读之后，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确立本文的教学目 标。我通过一次预习了解了学生在
自我阅读这篇文章时遇到了哪些困难，这些困难出自哪些原
因，根据这些情况制定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从教学成果上
来看，这一教学目标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分析品味语言的能力，
提高了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多次试讲，备课组反复从课堂操作中寻找问题，进行讨论
和教案修改，齐心争取能够呈现出一节较高质量的教学研讨
课。

4、散文教学内容的确立。学会了“舍得”。在以往的教学中
总是希望通过一篇文章面 面俱到地将所有涉及到的语文知识
和能力全都展现在课堂中。通过这次公开课的经 历，我转变
了观念。一篇散文作为教学内容，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和
文本本文去挖掘最值得保留的教学价值，体现文本在教学过
程中的最有效的作用。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教《桃花心木》时，我有意识地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来理解，
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只是树，
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我带领学生朗读了这句
话以后，提出下列问题让学生议论：1、树木的“不确定”是
指什么？人的“不确定”又是指什么？2、联系生活实际，说
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
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第一题学生能通过树木的“不确
定”指上文“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
定”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经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第二题
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
立的人的事例，有的学生还能从反面谈到一些人被优越条件
娇惯成了“温室里的花草”，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两
相对比，最后归纳到第三题的问题上“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
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学生通过事例很快就明
白了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的人，接受的考验和磨练更多，为
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克服依赖性，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自己亲自
去实践，去竞争，去拼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对社会
环境、人际关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尊重”、
“艰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作，体验到
奋斗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学生在理解了这句话后
又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即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会有
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本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得到生存与发
展。反之，长期在确定中生活的人，依赖性强，生存能力差，
甚至会成为废物，被社会淘汰。这一课所费时间不多，却使
学生从文和道两方面受到启迪，既学习了语言，又受了教育，
所以联系现实生活来学习语文课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匆匆》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
章紧紧围绕着“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
表达了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揭示了旧时代的年
轻人已有所觉醒，但又为前途不明而感到彷徨的复杂心情。



文章创作于二十年代，在表达上与现代文章有所不同，学生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文中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等多
种手法，而且大多数句子都是一些短句，适合朗读。因而在
教学设计时，我力求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抓重点句子，结合
生活实际理解课文，从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通过课堂实践，我觉得有些环节落实的较好，而有些地方还
不尽人意。

首先，能较好的创设情境：上课伊始，通过课件一分钟的展
示，使学生切身感受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虽然只有短暂
的一分钟，但紧紧扣住时间这一概念，激活了学生的情感，
为下面的学习打下感性理解的基础。接着播放《匆匆》一文
的配乐朗读，舒缓的音乐，低沉的语调，把学生带入一种情
境，奠定了整节课那种淡淡忧伤的基调，学生在这种基调中
很容易入情入境。

其次，精心选用教学语言，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任何散
文都是作者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倾诉和思绪的流逝，语言都
很美。因而在课堂上，我所使用的语言尽量与一致，与课堂
的基调相符。如：是啊，从这些句子中我们也感触到了时光
流逝的踪迹，岁月如梭，时光飞逝，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眼
前飞快的闪过，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这就告诉我们要
珍惜美好的时光，把握住自己生命的每一刻……”。

第三，注意引导学生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激活学生的阅读
积累：说一说学了课文后，你想到的关于时间的诗词或格言。

1、教学中，没能准确把握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由
于学生是初次接触散文这一体裁的文章，如能引导学生比较
与记叙文，说明文的不同，会有助于学生更好理解课文。

2、关于作者朱自清的资料，不应出自教师之手，这样便失去
了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及整理信息能力的.大好机会。



3、设计中虽是以读为主线，以读激情，以读导练，但在教学
中读的还不够，语言的感悟还不是很到位。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中，我希望学生通过课文内容，感受主人公桑娜和渔夫
勤劳、淳朴、善良，学习他们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他人的
美德。

教学中，我希望学生通过课文内容，感受主人公桑娜和渔夫
勤劳、淳朴、善良，学习他们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他人的
美德。

一、成功之处

1。整堂课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在讲课时把字词句的训练，
句式训练，标点符号的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内容穿插在教
学中，让人觉得实在、不空洞。整堂课节奏明快，水到渠成
的活跃了课堂气氛。

2。注重人物的心里活动。从桑娜的心里活动变化过程中体会
她的品质，老师先让孩子们读课文，找找哪些词句是描写桑
娜的心里变化的。再让他们细细品读这些句子，通过学生的
交流以及老师的引导，让学生从句子中体味到桑娜矛盾、犹
豫、坚定的心理变化过程。从桑娜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过程
中感受到她的善良、爱心。

二、不足之处

当然，一堂课也不是完美的，总会有那么一些遗憾，这堂课
值得探讨有对学生朗读指导还显不够。

三、改进措施



1。从读中感受，从感受启发。

2。让课堂上的语言技巧富有激励生动，会激发学生求知的欲
望，学生敢说、有说、会说，才能活跃课堂气氛，也会让课
堂教学更精彩。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课堂中，我不仅身体走下来了，心灵走下来了，全身心地融
入到了学生中间去。与学生一起交流，与学生一起活动，真
正充当了一个平等的合作者，学生学习活动的参与者；与学
生一起共建了一个快乐、和谐、发展的课堂氛围。

在现代教育中要重视赏识孩子，这是每个教师都明白的道理。
可是，在课堂上，教师能不能真正做到赏识每一个孩子，还
是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的。课堂上，我通过亲切的微笑、真
诚的鼓励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到课堂中，激发了孩子的
进取心。

孩子们表现得主动积极，课堂上出现了精彩的场面。“老师，
我想做小老师，带领大家学习第7、8自然段，可以吗？”在
听到车美焕同学的请求的那一刹那间，我的心充盈着无比的
喜悦，这不就是我一直渴求的让孩子做真正的课堂主人的一
个漂亮的回答吗？我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小车老师”流利
地朗读着、从容地交流着自己的读书感悟，自信地接受着同
学们的挑战，俨然一个“博学”的“小老师”。纪晓东、曲
靖威等同学也不甘示弱，大胆地质疑……是的，把赏识的目
光投向孩子，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他们会还给我们一片精彩！

40分钟转瞬即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我的心却怎么也轻
松不起来。我总觉得几天来自己一直陷入一场迷雾中。经过
几位导师的讲评，我的这份感觉终于变得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