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 她
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模板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文中有一篇是《列夫·托尔斯泰》，时
隔半年，我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作者茨威格在写这篇文
章的时候，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托翁的外貌，所用篇幅之
大令人咂舌。

当时讲课的时候，我们着重引导学生通过外貌领悟人物的内
心世界。过去这么久了，我都没有感觉这节课有什么不妥的
地方，直到今天，当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了这么一段话，忽然
令我眼前一亮，继而，一阵深深的遗憾涌满了心头。这段话
是这样的：

古人说：“相由心生”。林肯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
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叔本华说：“人的外表，是表现内
心的图画，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陈丹青
说：“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迈克
则要特意赞美鲁迅的脸：“仙人掌般不动声色坐落在时间荒
原，连风沙也不敢造次侵蚀。假若当初它曾经包含美指的苦
心打造，营造出了的戏剧效果倒真的不着痕迹，功劳恐怕要
算到当事人头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脸的美术指导，要为
自己的脸担负全部事故责任。要养脸，得先养心。

我就在想，如果之前我能看到这段话，并把它背下来，当我



再站在讲台上，从容淡定地把这段话介绍给我的学生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对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遗憾
啊遗憾，此时此刻，我完全被遗憾包围，无处奔突。遗憾之
余还有内疚，我的这批学生就这样错过了一处精彩。

从此刻开始，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希望自己能轻而易
举地发现自己的破绽，并能从容地避免自己的失误。好好学
习吧，多多充实自己，不要让此类的遗憾再次重现。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她是我的朋友》是一篇精读课文，新的教学理念强调，要
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我从培养学生自主
探究和合作学习的精神，使学生养成自已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等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对于这节课的教
学，我主要有如下感想。

一、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
下，我在教学中，较好的体现了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
教育思想，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我始终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圈画、思考、
讨论、汇报......加上足够的时间保证，民主的课堂氛围，
学生在自由、广阔的空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二、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我们要把
学习的过程还给学生，还得交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我们常说
的要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也是这个道理。在教学中我比
较注重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比如，在引导学生抓住阮恒献
血时的神情、动作的句子体会他当时的内心活动时，我以课
后思考题3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会通过抓住关键词提出问题、
寻找答案的方法来体会阮恒的心理活动。然后引导学生学法
迁移，运用这种方法学习其他重点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
有了较好的学习方法，再加上宽松的学习环境，学生学习起
来兴趣盎然汇报交流时，他们争先恐后，一个个思维的火花



在课堂上闪光。

三、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激发创新欲望。一节阅读课教
学是否成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是否有自已的感悟和体验，是否有创新的欲望。占有大量的
表象是创新的基础，在教学中我首先给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读
课文，通过深入的研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情
感变化。然后给学生提供自我展示和交流的机会，通过鼓励
和诱导，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比如，让学生通过读阮恒献
血时，神情和动作的句子，体会他内心的想法时，我引导学
生画、读表示阮恒献血时神情和动作的词句，通过对表示神
态和动作的词句质疑，来了解他内心变化过程，从而体会阮
恒对朋友的真诚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学习、交流，感悟深刻。比如，一个学生在汇报交流时说，
从阮恒一次又一次的掩饰自已的害怕，可以看出他心里虽然
非常害怕抽血会死去，但是他为了让他的朋友能快点输到血
而活下去，他强忍着这种痛苦，坚持为小女孩输血。另一个
学生迫不及待的补充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很害怕，因为
如果医生知道他很害怕，就不会给他抽血，他的朋友就会因
为不能及时输到血而死去。多么深刻的体会，他结合生活实
际，体会到了阮恒为了朋友不惜牺牲自已生命的思想品质。
然后，我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课文插图，再次想象阮恒心里是
怎样想的，医生会怎样安慰他，他会怎样说。学生结合课文
内容，充分挥想象，创新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课后我
还安排了一个写对话的小练笔。把医生和阮恒的对话写成一
段话。这样，读写结合，学生不仅能更深刻地体会到阮恒当
时的内心思想，同时也达到了以读促写的目的。

在教学中，把学习的过程还给了学生，把说话的舞台让给学
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地成为学习地主人，在语文课
堂上才能有所收获。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讲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
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同伴
的生命，当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
友”。课文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实描述，生动地
展现了他为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找找哭的`词语，啜泣，呜咽，哭泣，你从这些词语中感受到
了什么？阮恒既然这样的害怕，为什么他要去救这个女孩子
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在这个环节我交给学生体
会句子的方法是通过抓重点词语进行体会。学生能很准确地
找出阮恒的表现的句子，学生从自己找到的语句中自己感悟
阮恒这个人的品质，揣摩他内心可能会想些什么。找到重点
句子都动情地读，认真地品，而且重点词语学生抓得都不错。
学生的想像力也是很丰富的，学生能把自己想象成阮恒舍身
处地想。但是为了朋友，如果我不给她输血她就会死，我一
定要救她，为了朋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死去。但是我
好害怕啊……’”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而且课文的重点把
握也非常的好。看着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互相交流，争论。
在辩论中孩子们掌握了文章的重点，认识了阮恒这个勇敢的
孩子，再次感受阮恒那愿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美好心灵，并在
《她是我的朋友》的歌声中得到情感的共鸣。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是一篇精读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孤儿院的孤儿阮恒，
误以为献血会死，但为了抢救受伤的同伴，还是毅然献出了
自己的鲜血。当医生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
我的朋友”。课文通过阮恒献血时的神情、动作的描述，生
动地展现了他为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的优良品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去找，动笔写下自己的体
会，这能让学生主的去学习，研究。第一句“一阵沉默之后，
一只小手颤抖地举起来。忽然又放下去，然后又举起来。”



让学生找出之后，让学生“自由地读一读，想一想你读懂了
什么？”，再请学生然后再同桌交流，之后集体交流，经历
了这样的`学习过程之后学生的感悟自然就深了，交流起来也
就更充分、更全面了。通过这个句子的学习，一方面是要找
出阮恒身上的一对“矛盾体”，梳理出教学的主线“害怕但
更坚强的阮恒”，另一方面是要让学生通过对这句话的学习，
体会出“她是我的朋友”。在重点段落中，学生能够挖掘重
点词语，句子感受，如：“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
全身颤抖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脸。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
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接着，他那不时
的啜泣变成了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眼睛紧闭着，用牙咬
着自己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从这些句子中体会到
了阮恒当时输血的情景，他很伤心，自己会不会死去呢？这
些词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啜泣，呜咽，哭泣，抽
泣”，让学生体会当时阮恒的内心很痛苦，难过。再通过读
说，学生逐步感悟，情感得到升华。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朴拙、真实是本节课教学的最大特点，我的'课堂教学摒弃哗
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教虫小技”，自然纯朴，无刻意雕饰
之痕。

１、文道统一，教学目标多维化。

２、读悟结合，学习方法探究化。让学生读中悟情，把尽量
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多读多想。“书读百遍，其义自
现”，学生从不同方式的朗读中感悟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情
境，有助于理解课文内容，这样也充分展现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让学生多读描写献血过程这一部分，勾画出描写阮恒动
作、神情的语句，通过自由读，指名读，学生评议，激励读，
创设情境读，让学生明白阮恒献血时内心很复杂。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六

《她是我的朋友》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18课，这
篇精读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
为了救自己的朋友，以为自己要死了还坚持献血的事情。课
文通过对阮恒神情、动作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他为救
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我认为自己在备课、授课的过
程中做到了以下几点，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目标。

一、重视学生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新课
程标准非常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
发展”，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学会抓住文中的重点
语句由表及里地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引导学生用完整的
恰当的句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极其注重语文学习的人
文性，采用多种方法让学生体会阮恒献血前的矛盾和献血时
的坚强，感受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友
情观。

二、在学习阮恒献血时的表现时，是本课的重难点所在，我
放手让学生依照刚才的讨论法进行自学，勾画出描写阮恒动
作、神情的语句，通过“画——想——读”这样的方式让学
生自主探讨从关键语句中读懂了什么。并且教师适时质疑，
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充分理解阮恒献血时内心很复杂。

三、重视学生对文本的独特体验，促进学生情感体验升华。
语文教学要“用心灵感动心灵，用生命点燃生命，用灵魂塑
造灵魂”。在本节课中，我采用多种方式促进学生听、说、
读、写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为到达情感体验做好铺垫。比如：

1、在阮恒献血前的表现中，我让学生深入阮恒心里，猜想他
的内心活动。

2、在医生安慰阮恒时，我让学生大胆假设、角色换位，说说
医生会怎样安慰阮恒。



3、在作业的布置上，我让学生写一写医生、孤儿或康复后的
小姑娘会对阮恒说什么。这些设计着眼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独特体验，也顺利地升华了学生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达到
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

猜猜他是谁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七

《她是我的朋友》是第五组关于“感受人间真情”主题中的
第二篇课文，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课文先写一
名孤儿在炮弹爆炸中受了重伤，急需输血。孤儿院的孤儿阮
恒，误以为献血会死，但为了抢救受了重伤的同伴，在短暂
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后还是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当医生
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课文通
过对阮恒献血时神情、动作的细致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为
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在设计导入的时候，我准备了两个不同的导入，一是由“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导入到本课，二是直接导入，由课题
提出质疑“我”是谁、“她”是谁，但考虑到后来设计了学
生提问质疑环节，就选择了前者。在生字词汇报的环节，由
于平时对于学生的汇报训练还不够，并且学生一到被听课就
紧张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我也忘记了点拨重点的多音，
致使这一环节比较失败。在读文学文的过程中，怎样进行这
一过程，到底怎样才能既是生本又能让我们班的学生能够理
解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最初设计的时候我想放手给
学生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自己解决同学提出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放开我急发现没有一根主线在收回来了，问题提
的太零碎以至于找不到课文的重点。

对于问题的抛出，我从一开始的切入点就没有找准，这堂课
我只是围绕教学目标在表面上完成自己预想的教学步骤，却
并没有抓住课文的重点“抓住描写阮恒献血时动作、表情的
语句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在研读文本这一环节的处理上
可以直奔文章的.主题，因为这一单元的课前导读已经明确



了“爱心”、“真情”等大的主题，然后针对文本让学在深
度思考，在学习文本中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找
到老师抛出的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发散思维扩展引申。所以，
在设置前置性作业的时候我犯了类似的错误，直接给出了问题
“阮恒的动作描写表现了他的心理，请你找出描写阮恒动作、
表情的句子，并说说他的心理”。通过课后的评课交流与自
我反思，这个问可以改为这样几个步骤来引导：“找到描写
阮恒的句子段落，那些描写打动了你，把打动你的地方做好
标记，简单写写你的感受——这些句子描写的是（动作或者
表情）——这使得阮恒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你的想法又是
怎样的——这是我想的了。这些关于友情、爱心的诗句”，
以后的课文教学中，我要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切入点，仔细研
读教学参考书。

每一遍备课、修改教学设计，每一遍试讲、授课，每一遍与
各位老师交流都使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和产生新的教学想法，
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语文课程的研究是无限的，“路漫漫
其修远兮”，我要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