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要守信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要守信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上《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一，宋特和很多老师给了不少
建议与指导，我颇为感动，受益良多，反思有以下几点：

一、朗读教学是"短板"教学过程中，我抓住"我舍不得这两棵
樟树"的主线，重点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反复诵读，在读
中品味樟树的勃勃生机与可贵之处，但是总体感觉学生的朗
读不到位，虽然宋特在后的指导中提到未必要读出樟树的生
命力与蓬蓬勃勃的气势，但由此看出我对学生的朗读训练是
不到位，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加强朗读指导。

二、堂教学"教过了"在教学中自己的思路虽然清晰，但是感
觉还是"教过了",比如，宋特提到的学生熟悉的生字词仍然让
学生反复读，甚至在日常复习上反复听写，对于基础较好的
同学说，无疑是在做无用功，这一点是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
改进的，也需要精讲知识点，让学生自己提出自己不会或者
不扎实的问题，这样更能提高老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
效率。

三、教学过程"不敢放手"站在三尺讲台上只有短短三四年，
却慢慢开始理解语教学的真谛，很多时候，我们教给了学生
太多，却无法让学生学以致用。本的教学，虽然我也有让学
生一定的动脑思考，下笔写体会，但是并没有"教得巧",学生
很多时候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却没有自己发挥的太多空间。
正如《最佳路径》中格罗培斯的设计理念一样，教学要给学



生自由，教师害怕给学生自由却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其
实是教师的教学引导及堂驾驭能力不够深厚。仿佛觉得自己
是一个带领孩子走在独木桥上的人，只引导孩子到达了目的
地，而对于沿途的风景却没有让孩子细细品味，或者，理想
的境界应该是孩子边活蹦乱跳地走过独木桥，边欣赏路边的
风景，愉快得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堂。深感惭愧
的是自己的教学功底不够深厚，而在平时的教学中，忙忙碌
碌，碌碌无为，只应付于完成教学的常规工作，却没有进行
大量专业的阅读，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想在以后的工作
中，一定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教学理论专著和相关书
籍，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教学能力，才
能不断整合优化自己的教学思路。

四、教学过程缺乏思考。宋特的指导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
个缺乏思考的老师。在平时的上中，觉得好的教案就照着别
人的上，却常常上不出理想的效果。归根结蒂，是缺乏思考，
在评的过程中，戴菲老师也说要根据班级的学情确定教学目
标和调整教学思路，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却很少思考班级的
学情是什么，只知道这一节我要教什么，这就造成了学生会
的我可能还在教，学生不会的我却不知道。做一个会思考的
老师，是提高堂教学效率的关键。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
将每节的教学目标与本班的学情结合起确定教学目标，如此，
才能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教学。

宋特的指导，让我有一种"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感觉，原还可以这样上，原我们还可以这样教。（南京雨
花台中学春江学校小学部）

要守信教学反思篇二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文章。课文借宋庆
龄故居门前的两棵樟树高贵的品质，来说明树主人的品德高
尚。



那这两棵树到底有着怎样的高贵品质呢？课文用了两个自然
段来介绍。

第一、四季常青。樟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生
命力顽强，她枝干粗壮，绵延蓬勃。这一特点特别像宋庆龄
的一生，她一生为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忙碌不停，历经
坎坷，但是不屈不挠。

第二、香气永存。樟树一生就有一种淡淡的香气，这种香气
让所有的'虫子都惧怕不已。香气不会随着树木的死亡而消亡，
只有木料存在一天，香气就一直都在。这恒久不变的香气，
多像是宋庆龄高贵的品质呀！她一生忙于人们的解放事业，
生命不停，奋斗不止。

通过这样的分析，让孩子懂得这篇课文的写作特点，懂得借
物喻人这一写法的运用能够更深刻地刻画出人物的高贵品质。

要守信教学反思篇三

我这次上的课题是《宋庆龄故居的樟树》，它是一篇以物喻
人的叙事性文章。文章具体描写了宋庆龄故居的两棵樟树的
外形和生长特点，以及它具有拒虫的香气且能永久保持的可
贵之处。文章既表达出作者对这两棵樟树的赞美之情，又在
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宋庆龄的深深怀念之情。整篇文章层
次清楚，语言简洁，重点突出。教学时我很注重引导学生抓
住关键词句领悟文章内涵，挖掘文章情感，一方面通过阅读
感受文本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一方面借助课外资料体会品
味宋庆龄崇高的人格风范和高贵的精神品质。

人物离学生较远，或许是我预设得过于生硬，学生对“树”与
“人”的这种联系理解起来不太容易，让课堂出现了尴尬的
瞬间，也让后面的教学内容显得有些拖沓。

这个教学环节，我让学生借助课外补充阅读资料，认识宋庆



龄这个人。补充的课外阅读资料意在唤醒沉睡于学生内心的
精神食粮，意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健康的审美情趣，
而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对宋庆龄这个人物
的渗透感悟之后再来回答问题，学生就能轻而易举地回答，
那是因为樟树有着和宋庆龄一样的品质，和樟树合影就如同
和宋庆龄合影一样，等等。我对自己本次的表现不太满意。
我认为自己主要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课堂语言不够精炼、优美。

2、对文本的解读要更多地关注学生。

3、要让课堂充满活力。

遗憾的是，我在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樟树的热情和对宋庆龄
的深切怀念做得还不够，学生在理解为什么天下樟树这么多，
而作者单写宋庆龄故居的樟树这一问题时，回答也不够具体。
当然，无论结果如何，对于我来说算是有了一次收获，而且
这种收获也只有多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够获得。这是对自身
一次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提高的过程。

要守信教学反思篇四

毋庸置疑，这是一篇典型的“借物喻人”的状物类文章。全
文看似写的樟树，其实是为了讴歌樟树的主人——宋庆龄。

一般来说，阅读状物类文章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描写事物的特点。任何物体，无论是花草树木、飞禽
走兽，还是无生命的静物，无不有其自身的形态。要准确地
抓住描述对象的外形特征，阅读时，一般可从文章对物的形
状、大小、颜色等方面的描写入手。

2、注意把描述的层次搞清楚。阅读时要注意抓住文章中状物



的顺序，文章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先从哪方面写，再写到
哪方面，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3、了解文章运用的修辞方法。为了将物描写得更生动、更形
象，作者常会运用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比等修辞方
法，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我们在阅读时应细细体味，好好
揣摩。

4、体会作者对描述对象的思想感情。作者在状物时，总会流
露出某种思想感情，或喜爱，或厌恶，或赞美，或憎恨，我
们在阅读时应准确把握作者的真情实感。

的一些资料，知道她所具有的高风亮节，这也是在为后面的
人和树的融会贯通做铺垫。接着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对4、5
自然段主要内容的概括上。概括是需要方法的，我们一定要
找准状物类的文章的特点，即作者笔下的樟树怎么样？作者
又是从哪些角度去介绍樟树的？在引导学生概括出文章主要
内容的同时，学会概括状物类文章的方法。

读好书、写好字是最基本的学习要求。在第一课时的教学里，
我们尤其要重视初读的指导，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展示的
机会，把读通读顺做到实处。写字的指导，重要的还是要给
学生练习的机会，讲要讲在必须讲的地方。“繁”的上紧下
松，“瞻”的穿插，这些书写知识需要老师的点拨。

这篇文章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宋庆龄。人们为什么瞻仰宋庆
龄故居？为什么在樟树下合影？布置学生完成书后第5题，为
节课再读4、5自然段作了很好的铺垫。

要守信教学反思篇五

在《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一课中，我力求把主动权还给学生，
运用"以疑导学"的模式，引导经历"无疑--生疑--质疑--释
疑"的过程，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和谐统



一。

在上课伊始，我就引导根据课题质疑：读了课题，你有什么
问题要问吗?于是提出疑问：宋庆龄故居的樟树是什么样子
的?有什么特点?宋庆龄故居值得写的东西很多，为什么作者
单单要描写宋庆龄故居的樟树呢？对于提出的问题，教师不
急于把答案告诉学生，而是问："这些问题提出来了，靠谁来
解决呢？"有的会回答靠老师。老师明确地告诉：光靠老师是
不行的，老师相信你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读
书思考去弄懂它。这样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他们急切地
阅读课文以解决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于不能立即解决的
问题通过小组讨论，以集体的智慧互相启发，互相补充。通
过自读自悟，自己解决了问题，从而完成了"无疑--生疑--质
疑--释疑"的过程，同时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结协作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一课的第五自然段，是文章的重中之
重。它主要写了樟树具有防虫拒虫和香气永存的高贵之处。
这一段，教师可先让自读课文，看这一自然段告诉了我们什
么?再让自读、圈点，这样既保证了每个学生都充分地参与，
又给他们的参与提供了可选择性。在交流过程中，教师借助
多媒体把说的.句子显示在屏幕上，通过反复诵读品味领会了
句子的含义，理清了句子之间的关系，还体会出课文是如何
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地写出樟树的高贵之处的。在这些梳理
的过程中，教师只作适当的点拨指导，学生始终是积极的探
究者，是学习的主体，在这种自读自悟的自主学习中，获得
了成功的愉悦感。

由此可见，教师只有立足于学生的发展，从根本上转变观念，
树立新的素质观、人才观、质量观，变课堂为学堂，变灌输
为引导，变指令为合作，真正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
使学生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促进他们积极主动、生动活
泼地学习，从而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