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 重阳节教学反
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篇一

课如其人.我的课堂,激情永远不会缺席.热情开朗、积极乐观
的我,总是用一颗阳光的心来爱孩子,爱教育.我一直喜欢白居
易的这句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也喜欢看云的这
句“要想让学生有所感悟，教师必须首先要有感。”更喜
欢“要想让学生走进文本，教师必须先走进文本。”

《课标》指出，重视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更要注重学生读
中独特的个性体验。设计教案时，我尤其注重孩子朗读能力
的训练。侧重找出本文中关键的句、段进行理解、体会、朗
读。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尊重孩子的个别体会，
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体会，在体会的基础上声情并茂地
读。本文中，桓景不怕艰辛，拜师学艺的过程是重点。我让
孩子们找出自己感受深刻的句子，并试着写出自己的体会。
在抽生个别谈了体会后，将自己深刻的体会放到句子中读。

片断1：

句子：“他一路走，一路打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趟过
了一条又一条河，磨破了一双又一双鞋。终于见到了费长房。
”



生：我从这个句子中体会到他经历千辛万苦才见到费长房。

生2：我从一个“又”体会到他翻过了许许多多的山，趟过了
许多的河，磨破了许多的鞋子。可是他仍然坚持不放弃，永
不言败，最终见到了费长房。

生3：我从“终于”这个词体会到他的'艰辛，他的不容
易……

师：体会得多么深刻，把这样的体会融入句子中，读吧，读
吧……

抽生个别朗读（瞧，小文表情丰富，入情入境，朗读时，声
音时而抑，时而扬，揪住了所有听者的心。）

掌声自然响起。

师：精彩，在你的朗读中，我仿佛看到了桓景翻山越岭，跋
山涉水的情景。

（一张张小脸表情生动，如临期境，抑扬顿挫的朗读声此起
彼伏。教师、学生、文本都因为这真情的朗读而深深地交融
在一起。）

课堂需要追问，需要巧妙地有策略地追问，这样或许会生出
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片断1：

“他一路走，一路打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趟过了一条
又一条河，磨破了一双又一双鞋。终于见到了费长房。”

生：我体会到他翻过一座又一座山，非常辛苦。

师追问：是一座山吗？



生：不是。是许多座。

师继续追问：从哪个字看出来？

生：我从又字可以看出他翻过许许多多的山。

（不露痕迹地引导学生体会“又”字的精妙，有技巧地指导
学生朗读时可注意重点强调“又”。）

生：我从趟过一条一条河感受到他特别辛苦。

师追问：为什么？

生：可以想像有的河河水湍急特别危险，冬天河水冰冰凉凉，
他却坚持趟过一条又一条河，多么不容易呀！

片断2：

课件出示桓景与瘟魔搏斗的场面。说一说：你从图上看到了
什么？

生：我看到了此时此刻，桓景的眉毛都竖起来了，他拿起剑
冲向瘟魔。可以看得出他非常愤怒。

师追问：为什么愤怒？

生：瘟魔害死了桓景的亲人，还害死了好多乡亲。因此，桓
景一心想杀死瘟魔，他不怕艰辛去学艺，他在学习时心里都
在想早点杀死瘟魔。今天，他终于可以为民除害了，可以亲
手杀死这可恶的瘟麻，所以他看着瘟魔时表情是愤怒的。

（精彩呀，太精彩！为学生这一精彩的回答喝彩，同时也暗
自庆幸自己有此一追问，才让课堂中有了这一生成的美丽。
可见，适当的追问真的能令课堂迸发出让人不可漠视的魅力
呢！）



片断一：

请学生找出费长房教桓景除魔办法中表示先后顺序的词
语。“先……然后……”

师：在写作或说话中，恰当地使用上这些表示先后次序的词
语会使表达的意思更有条理。

请用上“先……接着……然后……”说说他们除魔的准备工
作。

师：能够灵活地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学习中，这就叫——学以
致用。

课前鼓励孩子搜集重阳相关的诗句，课堂快结束时，生展示。

师：利用多种方法，搜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学习资料，这也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不足之处：（在深刻认识自己缺点同时，每日三省:今天你的
缺点改了吗？今天你的课堂进步了吗？今天你的亮点增多了
吗？）

一、找到了语文知识训练点，但没落实到位。（典型的想到
没做到）

在重难点的突破上，有点平均使力，教案设计得虽然不错，
但实际操作中却出现卡壳。

片断一：

桓景拜师的艰辛，学艺的刻苦都有一个重点词——“终于”。
孩子们都谈出了自己对终于这词的理解体会，此时水到渠成
就应该让学生学以致用，进行造句训练。明明看着台下娟提
醒应该用“终于”造句的，可是偏偏还是把这一重要的训练



给忘掉了。哎！哎！遗憾得要命呀！

反思：（十年从教生涯，镇上、区上、市上公开课无数次，
应该不会紧张了吧！为何会忘记这一重要环节呢？可能源于
昨天在三班试讲过，时间特别紧张，所以今天想拉快节奏，
因此才偏偏把最重要的一个知识训练点给落下了。哎，学生
不同，学情不同。本以为上两个班可以预告试讲是好多人羡
慕的事，可偏偏却令自己慌乱了阵脚。）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篇二

农历9月9日，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佳节——重阳节。中国
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初九两阳相重，故叫“重阳”。

这周星期五下午，我班开展了重阳节亲子活动，今天特别邀
请各位爷爷、奶奶来参加为他们准备的活动。在活动的前一
天，我告诉班里的孩子：“重阳节就要来临了”。但大部分
幼儿都不知道‘重阳节’是什么节日。个别幼儿只知道是爷
爷奶奶的节日。因此我给幼儿讲解了‘重阳节’的来历，让
幼儿更深刻了解重阳节的含义。并也让幼儿们回家邀请爷爷、
奶奶、婆婆参加活动。爷爷、奶奶们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幼儿
园。幼儿们都和爷爷、奶奶有说有笑，真是热闹。

活动开始了，幼儿为老人们表演刘了儿歌，还跟老人们一起
唱歌、跳舞。在跳舞的时候，这群可爱的老人都积极动了起
来，跟着孩子又唱又跳。幼儿们还体贴的为老人敲敲背、锤
锤腿。小朋友还将从家里带来的橘子亲手剥给老人吃，看着
小朋友们小心翼翼的剥着橘子，并把橘子掰开用小手一瓣一
瓣的.往爷爷、奶奶嘴里送。爷爷、奶奶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活动结束了相信这个重阳节，在老人和孩子的心
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篇三

主题：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经
过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开展了以“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
情”为主题的社区联欢会。本次联欢会参与人数多，参与人
群多，老中青都有参与到本次联欢会中来，其中的节目形式
多样，包括舞蹈、歌曲、情景剧等，不论是参演人员还是台
下的观众都热情高涨。

总的来说，本次活动社工在其中起到了一个链接社区资源，
协调社区参与人员之间相互配合。在前期宣传过程中，我们
社工团队分成小组在社区里面进行走访，宣传工作做的还是
比较彻底，这也是后来活动召开参与人数多的一方面原因。
召开过程中，各个人员分工明确，整场活动还算是比较有序
的召开与进行。

反思

1：节目的质量存在一些不足，虽然说这场活动只是存在于社
区的一种形式，但以后尽量还是将节目的质量弄得更高一点。
2：周围展览的书画和照片，形式非常好，但数量有点少。

3：现场秩序方面，会有一些小孩跑到舞台上来，下次再有这
种大型活动可以再舞台四角都安排人员控制秩序。

4：人员登记包括后面的'奖品发放之间的规则需要更多次的
强调，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要尽快的去处理。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篇四

重阳节的传说是本书最后一单元的一节精读课，内容主要讲
了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的由来，课文分为三个部分，先



交代了桓景为降妖救人，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接着写桓景
是怎样除掉瘟魔的；最后讲了重阳节的一些风俗。赞扬了桓
景斩妖除魔、为民除害的精神，课文内容较浅显易懂，通过
课堂效果及自我反思我总结如下：

1、教学的设计很细致，重点突出，内容较丰富。上课初先复
习字词，这对基础部分的回顾能让学生打好基础。然后进行
有价值问题的提问，提出问题后进行总结、归纳、排序，这
部分的处理能较好的锻炼学生对课文理解及归纳信息的能力。
从而使课堂教学环节更加清晰。

2、板书概括很用心。用一首小诗来总结全文，给学生一种耳
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板书既能总结全文，又能使学生有所收
获，而且板书都是通过教师的一步步引导而得出的，对于这
样的效果学生会记忆犹新，而且对课文的理解会更有帮助。

3、拓展内容较丰富。本文用了两种拓展方式，一个是回忆传
统节日及风俗，另一个是找出相对应节日的古诗，这部分的
课堂效果非常好，学生积极性极高而且课堂参与度也有所提
升。对于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学生还是有表达的欲望的。这是
我从中得到的体会，通过这样的设计及教学反应，让学生积
累了一定的古诗，而且将一些节日的习俗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让学生有一个整体的感知，能充实教学内容。

存在问题之处：

1、教师引导的痕迹重。最好的课堂效果应该是学生为主体，
由他们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在加以引导和评价，而
本课对于内容的理解都是教师的牵引，显得问题特别多、特
别琐碎，想放不开手的妈妈，领着孩子一步步前行。这样的
课程对于孩子能力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希望在以后的教学
中加以改进。

导和评价，这样自此基础上的分析及感受都会大有提升。



3、教师的引导不到位，学生干启不发。对于重点问题及语句
的分析教师先提出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会回答，在教师启发
后效果还是一样，出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一方面和学生的积
累少有关还有教师的引导方式及引导的语言不到位，在教师
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预设有时是不准确的，当课
堂出现干启不发的状态时就是教师的教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
到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4、课堂气氛一度低沉。课堂气氛是决定一节课成败的一个重
要因素，当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不高的时候，这堂课就
不会有什么效果，学生只会对他们知道的或是感兴趣的内容
才会聚精会神，如果学生课堂气氛低沉就是教师的教学内容
他们不感兴趣，或是教师提出的问题他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
回答才出现低沉的状况，教师应该注意问题的设计和调动课
堂积极性的方法。

托班重阳节教学反思篇五

《重阳节的传说》是本书最后一单元的一节精读课文，内容
主要讲了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的由来，课文分为三部分，
先交代了桓景为降妖救人，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接着写桓
景是怎样除掉瘟魔的；最后讲了重阳节的一些风俗。赞扬了
桓景斩妖除魔，为民除害的精神，课文内容浅显易懂，通过
课堂效果及自我反思总结如下：

例如：学生一读课文（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遇到不认
识的生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把字音读准；遇到难读的句子
多读几遍，把句子读顺畅。学生们把句子读的很顺畅，我及
时给予他们：“你们能深入到语言文字当中去读书，真
好！”的评语，提高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我及时做出
了“你们的感情真丰富，谢谢你们这么精彩的朗读。”的评
价，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增强学生信心。

学生是主体，学生的学是关键，怎么样在公开课上也能如平



常课，展现出对学生学法的指导呢？在学习第二部分桓景学
成武艺后，在教第三部分时我主要是放手让学生参照第二部
分的步骤自学。先读再找印象深刻的句子，最后再通过找重
点词语进行体会。这样，学生学起来既轻松又有所收获。在
学习中，我将鼓励语言用在平时善于动脑，上课发言积极的'
学生身上，给他更加充分的肯定，更好的调动他的学习积极
性。如：在第四自然段学习中的一个问题，从“终于”这个
词你体会到什么？我听了一个平时比较积极的学生的发言，
我给予他了“你总能给老师带来惊喜！”“你的发言越来越
精彩啦！”的评价。学生受到了鼓励，增强了自信心，学习
积极性自然得到了提高。

本单元的习作是写一篇民间故事，在这节课堂上，我注重了
对学生的写法指导。在学习第二部分时，我让学生将“桓景
每天勤学苦练，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艺。”学写具体。因为
学生有了前面的感受，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当然，在这堂课上也暴露出了自己的很多不足：

总之，在这次课堂上我收获了许多。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希
望自己能收放自如地挥洒于课堂上。当然，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心中有“底”，需要扎实的语文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