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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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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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教学《猫》这篇课文的时候，发现文章构思精巧，意味
隽永，针对文本的这一现状，我教学设计考虑的重点，是如
何在课堂上让学生更充分地占有学习时间，让学生得到更规
范有效的语言训练，于是，我选择了“说读”这个课型。

说读，就是说自己的阅读感受。

我选择了三个话题：说猫，说人，说文。每一个话题，分说
两个方面的内容：说猫，生命之美和命运之悲;说人，养猫之
乐和失猫之痛;说文，语言之妙和结构之巧。

整个课堂，学生边读边说，边说边读，学生在文本中来来回
回地走，课堂气氛轻松活泼，学生积累丰厚自然。

我觉得，这堂课我的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大胆尝试了课
堂教学中的“无提问设计”。

从“提问”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有如下几
种情况：一是“碎问”，时时在问，问得密度很大，可以说
已经不能称之为“提问”;二是“多问”，问得比较多，“提
问”的质量不高;三是“主问”，只提出几个主要的问题，提
问有深度，有牵引性，学生能够充分地活动起来;最后一种情
况，最精妙最有趣，就是“不问”，不使用提问来建构课堂，
也不使用提问来组织教学。



反思《猫》这堂课的教学，对于“无提问设计”的尝试，我
有如下的几点收获——

一、课堂既然可以“提问”，那么，也应该可以“不问”。

本堂课的教学过程，并没有因为“不问”而松散，相反，学
生围绕三个话题，充分进行说读活动，读得动情，说得到位。
也因为老师的“不问”，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自主活动时间，
读得透彻，说得精要。

二、教师可以“不问”，但是必须“有为”。

这种“无提问设计”课型，着眼于学生的课中活动丰富，课
堂时间几乎全部交给了学生，如此，是不是就意味着教师
的“无为”呢?答案是否定的。教师的“有为”隐含在教学的
设计中：“说猫、说人、说文”三个话题的设计，是逐层深
入的，且三个话题涵盖了这篇课文的学习重点，这三个“切
口”，是到达文本深处的捷径;教师的“有为”还表现在课堂
的点评中：对学生的“说”，教师或概括，或校补，或提升，
或总结，或追问……我觉得我的.对于学生发言的点评，能够
推动话题向着更深入的目标前进。

三、教师要做到“不问”，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加
工”、“精加工”。

“无提问设计”的课堂，要求教师改变角色，由以讲析为主
改变到以艺术设计、艺术调控、艺术指导、艺术点拨为主，
因此，教师的深入研读教材、找准话题以及思考自己如何精
要点示就显得犹为重要。这篇课文的“深加工”，我做得很
艰苦，可以说，前期的研读教材花了9分力，后期的教学设计
只花了1分力。也正因为前期的加工到位，才保证了后期的活
动实效。

小学语文老舍《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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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篇二

《猫》是一篇状物抒情散文，文章虽然短小，但内容具体，
描写生动，要让孩子不仅体会到猫的性格古怪，体会作者对
这只猫的喜爱之情，还要让学生感受一代语言大师的语言魅
力。

教学第一自然段时，我采用先扶后教的方法，先引领学生通过
“老实”“贪玩”这两个词来体会猫的古怪性格，然后让学
生自己在文中找出其他表现猫性格的词语，并看看作者是怎
么把这些矛盾词语连起来的？从而让学生有机会自己阅读，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让学生划出作者喜欢猫的语句仔细品
读。学生们通过朗读揣摩，从老舍优美生动的语言文字中体
会到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在理解“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
梅花”时，我是这样处理的，先介绍老舍的生平：“老舍是
个热爱生活的人，他酷爱写作，视写作为自己的生命；他也
酷爱养花，他家里有几百盆花，每天除了写作就是摆弄花草，
家里的花死了，他要难过好几天。”然后让学生看书理解，



他这么爱写作，当猫把他的稿纸踩脏后，他不但不生气，反
而当作梅花来欣赏；他那么爱花，当小猫在花盆里摔跤，抱
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时，他也不生气，反而觉
得它们生机勃勃十分可爱。从这些语句里，看出作者把猫当
作自己的孩子似的，看它干什么都觉得可爱，都舍不得责备，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特别喜爱它们。

整堂课的教学我主要采用了以读为主的方式进行教学。读是
为了写，为了表达。因此，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用
自己的语言将文章的空白点表达，如猫追老鼠，猫玩线团等
情景。但是有些学生读还只能停留通顺上面，对文章的悟及
积累还有所不够。另外，学生还不能很好地进行读写结合，
也就是怎么样将一个事物写具体形象的。我感觉这堂课的这
个训练点抓的很不到位，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多注
意这方面的训练。

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篇三

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十课《猫》是著名作家老舍的作品，作者
通过观察猫的神态、动作、倾听猫的叫声、把猫的性格及小
猫的可爱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这篇课文是对学生进行语言
文字训练的好教材，老舍作品猫的教学反思。

我在上课文第一自然段时，引导学生思考作者是怎样把猫的
性格写具体的？这些矛盾的词语作者为什么能把它们用在一
起？两者之间用什么词把它们连接起来？让学生找出来，体
会老舍爷爷用词的准确性。然后通过朗读、加深理解。接着
让学生用上“说它……可是……”的句式说一段话，有同学
说：“小狗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温顺吧！它的确有时
侯很温顺，它会在你写作时走过来让你摸一下、抱一下，可
是它又是那么尽职，每天晚上总是忠诚地守在大门口防止坏
人来侵扰，教学反思《老舍作品猫的教学反思》。”又如在
学课文第二自然段时，我让学生体会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同时让学生说说你是从哪些句子哪些词语中体会到的。同学



们通过朗读揣摩，从老舍优美、生动的语言文字中体会到了
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有同学说：“猫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
梅花，猫脚印是比较脏的，而在作者眼中脚印是小梅花，从
这句话中我体会到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还有同学
说：“我从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这句话中体会到了作者对
猫的叫声不是厌烦而是喜欢。”还有同学说：“我从蹭你的
腿要求给抓痒这句话中体会猫与作者之间有着感情。”总之，
学生们从语言文字中体会到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通过这一篇课文的教学，我体会到语文教学要抓住课文中语
言文字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揣摩，既能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
训练，又能培养学生说话、写作的能力。

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篇四

案例：

《猫》是老舍先生的文章，他把猫写的惹人喜爱。文章谈到
猫的性格十分古怪，说它贪玩吧，但是又非常尽职。它屏息
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在教学这个
部分时，我请一个学生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屏息凝视”，这
个学生由于预习不够充分，一时语塞满脸通红，其实这个词
从字面也可以了解大概意思，不必非按照字典的解释来说。

于是我对这个学生说：“那就请你上来，给我们演一下吧，
这猫是怎样屏息凝视的？”他摆脱了这一尴尬局面，也松了
一口气，接着上台，摆出屏住气，眼神集中的样子。我让其
他同学评议，有的同学说，他虽然屏住了气，但眼神太直了，
表现不出精神集中的样子，在其他学生的提议示范下，他最
终准确地表现出了小猫屏息凝视的样子，在学生的掌声中走
下了台。这一小插曲，反而使学生对小猫尽职尽责这一特点
理解的更为深刻了。

[反思]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教学环节，但由于我处理的灵活富
有创意，因而就有了特别的意义。首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
心，相信学生会感谢老师给他解了围。其次，通过这次表演，
不但这个学生，全班所有学生都对这个词语印象深刻。第三，
调剂了单调的课堂氛围，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孩子表
演一下词意对于活跃课堂气氛作用很大，可以较好地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保持课堂教学的高效率。

风的作用教学反思篇五

《猫》是老舍先生写的一篇状物抒情散文。文章简短，但写
出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它满月时的淘气可爱。字里行间流露出
对猫的喜爱之情，在教学中我注重对以下方面进行训练：

一、以“读”为主，读中感知，读中感悟，读中积累。在学
生自读课文后，说说老舍家的猫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意在引
导学生把课文分为两大部分，即“猫的性格古怪”和“满月
小猫可爱”。重视感情朗读。感情朗读，能使得书面语言不
仅能形成立体形象，而且能转化为表情达意的有声语，使文
章的内在情趣和学生的自身情趣相得益彰。课堂上我努力用
多种形式的读来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个人读、齐读、比赛
读，大声读、默读、快速读等，学生们通过朗读揣摩，从老
舍优美生动的语言文字中体会到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最
后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背诵下来，情感升华，感悟
作者语言的魅力。

二、抓住关键词句仔细推敲、品析。在学习猫性格古怪一段
时，我抓住了“闭息凝视”这个词，先让学生说说自己理解
词语的意思。再通过查字典，知道是专注的盯着一个地方看，
让学生明白，猫为了等老鼠的出现，怕自己的呼吸声吓跑了
老鼠，所以有意识的抑住自己的呼吸，眼睛专注的看着老鼠
洞，生怕老鼠跑了，让学生说，从这个词里你读出了什么？
学生说，在这个词里读出了猫的尽职。理解了词语意思后，
我让学生也进行屏息凝视并说体会。经过理解和自身体验，



学生明白了从“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这句话里看出，
猫真的是非常尽职，难怪老舍那么喜爱它。

教学本课时，我注意了让学生自主参与，学生的潜能得到一
定的发掘，课堂因此而充满了生命活力。但是有些学生读还
只能停留通顺上面，对文章的悟及积累还有所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