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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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篇一

星期五上完《背影》的预习课，课后布置同学在星期六和星
期日收集有关父爱的资料，如散文、诗歌，歌曲，读后感，
或者写有关父亲的文章。星期一上展示课。二年五班是第一
节课，早自习时，学生们就开始在黑板上板书他们想展示的
内容，上课时，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依次展示，主要是收集
的资料。

其中的亮点是李庆同学写的读后感和王文熙写的《父亲的背
影》，另外，于守源解释了他在黑板上画的图画。画面上是
爸爸妈妈拉着一个小孩的手，寓意父母辛勤地抚育孩子成长。
画画是他的爱好，对于他，能参与其中已属不易，我予以了
热情地鼓励。第二节课是二年六班，预习时他们热情很高，
原想他们表现得会很好，可结果却令人失望，展示的内容都
是搜集的资料，而且方式雷同，毫无新意，没有自己的感悟，
一个小组编排的小品还偏离了主题。课堂单调而乏味，时间
绰绰有余。

第三节是二年三班，他们没有准备。因此任务没有如期完成。
精彩的情景出现在二年四班。展示时同学们的表现虽还有些
拘谨和生涩，但内容却都是围绕主题有序进行着。同学们自
编小品表现平日里对父母的不敬，后悔地自责，大声呼
喊“爸爸，我爱你”，号召同学们回家为父母做力所能及的
事，孝敬父母。互动环节表达了同学们共同的心声，魏雨思
同学还读了给老师和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由此可见，他们对
《背影》一课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一堂相同内容的展示课，效果截然不同，原因是学生的准备
不同。展示课的课堂完全掌握在学生的手中，教师不好把握，
因此，教师有时间还要参与到学生的准备之中，了解他们的
情况，指导准备的内容，对于能力强的学生提出高的要求，
而能力弱的学生也要参与其中，但要降低难度，做到心中有
数，如果内容不充实，要及时提醒纠正，以便保证课堂的质
量，而不应信马由缰的进行到哪儿就算哪，否则，既浪费时
间，又毫无实效，是在是得不偿失。

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篇二

《背影》是一篇传统写父子亲情的文章，那浓重的背影凝聚
着撼人的力量，也曾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但现在的孩子，
因时代、家庭等等原因，很难融入这篇文章，为此我设计了
以情导学的几个环节。同时，一反传统教学中以“背影”为
切入点的规律，而是从品味语言入手，从字里行间去感受那
力透纸背的父子亲情。让学生学会品味语言，从而体悟情感，
并学会运用语言之法。

新课程理念要求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按初中语文课标的
要求：学生在阅读中要有自己独特发现，有自己个性见解，
品析感悟语言特点。因此，整个教学程序的展开都是围绕这
一目标进行的，通过学习、体悟文章语言所饱含的父子亲情，
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这样，让语文课堂真正变成学生乐学、
会学、学会的快乐天堂。

调动学生的思维与兴趣，成了本节课重中之重。引入情境后，
只以“文章表达什么思想感情”为牵动点，激发学生的发散
思维。让我惊喜的是，这些孩子，思维竟如此敏捷、开阔，
他们能从点滴语言中感悟到子对父的思念、牵挂等情感，这
是我预设中所没想到的。这也激发了我与他们一起去探究质
疑的兴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教学相长”的深刻寓意。
这一预设的探究过程，使我与孩子们一起回读文本，更加深
刻地体味出文字间所蕴含的绵绵不尽之意。



本文语言质朴无华，而情感却力透纸背。因此，在重点环节
中，我设计了品味语言，体悟情感这一环节。从品词入手，
可从中悟到“知微见著”的效果。此环节设计为纠正教师的
错误，让生感受到“困后之妙”。人物是情感的凝聚点，而
品味人物描写也是初中阶段应掌握的一种方法。让学生品析
人物描写，挖掘其内在的感情 色彩。在这两个环节中他们极
尽能力，品出词语含义，具体再现情感，也融入了文章的情
感中。拓展练习中学生受文章浓情的感染，动情地描述生活
中无痕的真爱，沐浴在无疆的亲情中，将文字化成真正的情
感体验。

但课堂是遗憾的艺术。对于某些词语的理解，因我缺乏灵活
的引导而趋于肤浅。以此为基点，我会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
更上层楼。

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我通过阅读中分析的方法，展现了一节父爱的课堂。
在教授的过程中，学生读的非常富有感情，对于父子之情的
感悟也有深深的体会，但是在语句品析方面，因为我所设计
的题型不够灵活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今后一定改正。

同时，在新课标要求下的高效课堂，我在本节课中展示的不
到位，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的没有设想的.好。尤其是在谈文
中的“我”的情感变化时，对学生的启发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篇四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自发表以来，一直被收录于各时代各
版本的初中语文教材中，被称为中国最经典的语文课文之一。
不同时期的'语文老师対此篇都有精彩的讲解和分析，在近一
百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选择这一课作为公开课，深知想要出
新出彩十分的不容易。然而，我们讲公开课的目的不是为了



出新出彩而剑走偏锋，另辟蹊径，讲好一篇散文的标准在于
真正引导学生能迅速准确地把握作者从字里行间里传递出来
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悟，能学习借鉴作者在文章中所体现的
语文经验。

《背影》教学首先要遵循其本——尊重散文教学的规律——
建立学生的已有经验与“这一篇”所传达的作者独特经验的
链接。（王荣生语）

在预习过程中，我问学生，读懂了什么？学生说，看到了四
次背影，也读懂了父爱，但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买个橘子就让
作者这么感动，也不明白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于八年后。我决
定教学设计就从学情入手，引导学生一步一步靠近背影。

传统的散文教学中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曰之为“形散神不
散”，一直是广大语文教师散文解读和教学的核心知识，似
乎是指散文选材广泛，手法多样，因为这个观念的根深蒂固，
教师普遍认为散文难教。

在重读《背影》的过程中，我越是细品越是感受到有一条线
在牵引着我走近朱自清先生，让我把晶莹泪光中的那个“背
影”看得越来越清晰。这条线就是“背影”，这条线也是我
的设计思路。

为了创设情境，我的导入采用背景介绍的方式，但是把重点
放在了《背影》一文收录在教材中的历史方面，学生对此的
反应是积极的，他们因为自己的父辈祖辈也读过《背影》而
激动不已，这也在感情上拉近了他们与原作的距离。接着，
我趁势提出思考题：《背影》的感人之处何在？感人力量何
来？就将学生引入到课堂思维中来。

教学的第一个环节，叫做“直面背影”，充分利用学生已有
的阅读经验和语文经验，直接分析第六自然段“买橘背影”，
学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赏析文章感受父爱，没有障碍。紧接



着我提出问题：既然这个自然段最能体现父爱，为什么还要
写1-5自然段和7自然段，并由此进入第二个环节“背影前
后”，在这里我设计了一个依据文本的说话训练“我从段的
处，读到一个（）的父亲”，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并思
考“这些段落用了什么表现手法，对第6段刻画背影起到什么
作用？”

学生再读文章就从字里行间找到了父爱的铺垫与照应，也就
把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作者的写作经验链接在一起了，这个时
候再用句式“这是（）的背影”说读文章，学生就能深刻体
会到背影感人力量所在了。

走到这里，还只是引导学生到达了前人对文章认识的阶段，
并没有突破，我趁势提问：“背影如此感人父爱如此深沉，
作者为什么时隔八年才写下此文？”把学生的问题还给学生，
却不急着给出答案，在他们苦苦思索之际，我做了如下讲解：
“散文中谈论的所思，散文中表达的所感，都是该作者依其
独特的境遇所发生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感触、思量。散文中的
人物形象刻画不同于小说是要反映社会生活，而是要抒发作
者自己的感受。”学生若有所悟，我也因此引领他们走到第
三环节“透过背影”，要求他们再读课文，用“我从（）段
（）看到（）的儿子”句式说读课文，学生马上就发现了儿
子即作者的四次流泪，看到了儿子的愧疚和忏悔。为了让学
生更加深入地读懂文章，我用ppt展示了朱自清先生与父亲的
关系简表：

台下一片哗然，众生议论纷纷，透过背影这个环节，学生感
受到了儿子的愧疚，也感受到了父子间的血浓于水，更感受
到了文章真实的写作意图。

这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让学生说说自己有没有类似作者
的生活经历，谈谈怎样珍惜亲情，应该说课堂反馈是非常好
的，达到了我的教学预设。



本节课不敢说是上得非常成功，只能说是非常顺利，给了我
很大的信心——要打造高效语文课堂，首先要尊重文体规律，
要有文体意识，然后要尊重学情，这样的设计是有效的。

这节课始终围绕本文，紧扣文字进行解读，并没有另辟蹊径
剑走偏锋；也比较注重把学生的语文经验、生活经验和作者
的语文经验、生活经验有意识地相勾连。

要说遗憾，那当然有，教学也是遗憾的艺术，比如在学习作
者的写作经验这一方面，本节课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可以
安排一个小练笔，让学生学习这种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形象
的写法。但是教学反思给我们提供了改进的机会，在实践中
反思，在反思中进步是最有益于教学的事。

初中语文背影教学反思篇五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以其感情真挚自然见长。“缀文者情
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哪些角度易于学生领悟文
中渗透的父慈子孝的真情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浅谈看
法。

文章的标题是“背影”，父亲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背
影，背影在文中多次出现，可以视作贯穿文章的主线。“背
影的表现角度能集中反映出描写对象的内在精神”（凌焕
新），分析课文时，抓住背影，也就抓住了理解本文的关键。
多年来，大家都喜欢从这一角度入手来解读课文，笔者不作
赘述。

古人云：“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文
中竟然出现四次流泪，是什么原因使得堂堂男儿的朱自清先
生数次泪流满面呢？从这一角度引导学生把握课文，易引起
学生兴趣，使学生带着疑问开始对文本的解读。

第一次流泪出现于课文第二节，“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



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泪。”父亲
赋闲，家道衰落，“满院狼藉”的景象引起作者的感伤，再
加上失去亲人的伤痛，百感交集，“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泪”。

当作者看到父亲为自己买橘子时的艰难身影，流下了第二次
眼泪。“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
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
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
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
样子。”父亲的艰难与父爱的伟大，使得作者的泪“很快地
流了下来”。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
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分别后，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慢
慢混入人群中的父亲，从此又要走上风雨飘摇的人生之路。
不难看出，离别的伤感与对父亲的`牵挂，是作者第三次流泪
的原因。

“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
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读着父亲的来信，买橘子的蹒跚身影，
离别时渐行渐远、混入人群的背影，衣着朴素、青布棉袍黑
布马褂的背影，又浮现在作者眼前。泪光晶莹中分明透露出
作者对年迈父亲的记挂与惦念。

现实生活中，好多人可能并没有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
因为这种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
的，它蕴含在平凡和琐碎之中，如果不用心去感受的话，很
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作者从埋怨父亲“说话不大漂亮”，
并“暗笑他的迂”，到数次泪流满面，可以看出，在不断反
省中作者体悟到了父爱的珍贵，并接受了这珍贵的爱，将其
倾诉于笔端，我们今天才读到了这感人至深的文字。从四次
流泪入手来解读课文，抓住了文章的感情线索，便于学生更
好地体会字里行间渗透的父子真情。



“衣服是人的第一生存环境”，从着装可以看出一个人对自
我的关心程度。父亲穿着很朴素，“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
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布料廉价，颜色普通。祖母去世，
父亲赋闲，在这祸不单行的日子，就连给脚夫的小费，父亲
也要讲价，家境惨淡可见一斑。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外出读书的朱自清先生，穿的是皮大衣，父亲为儿子做的是
紫毛大衣，很贵重，也很时髦。通过父子服装的对比，不言
自明：父亲对儿子的关爱远远胜过自己。从父子服装对比这
一角度来分析课文，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关
爱。

以上三个角度，各有优缺。前两个角度，倾向于作者对父爱
的感受与理解，能够让学生体会到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以及儿
子对父爱的感悟的双向性。从第三个角度，学生感受到的是
父亲对儿子的单向的关爱，而儿子对父爱的理解、接受，以
及对父亲的关爱与牵挂不容易看出。但是，初一的学生，对
父爱的感受还不够深刻，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父爱的深沉。因
此，从这一点来说，从服装对比入手来解读课文，更直观，
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如何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教学
中，根据学生情况、教师自身特长等加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