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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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篇一

《程门立雪》是二年级语文第一学期里的一篇课文.短文主要
讲宋朝的大学问家杨时为了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到老师家,
当看到老师在午睡时,就一声不响地站在雪地里等候,被冻得
浑身发抖.短文赞扬的是杨时尊敬老师,求知心切,意志坚定的
优秀品质.这节课中，我主要是通过学生的朗读，让学生通过
朗读，体会文章的含义。整堂课，我就提了一个大问
题，“课文中哪些词句体现了杨时尊敬老师？”就这个问题，
同学们划句子，圈词语，再读一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朗读，
体会杨时尊敬老师的好品质。上完这节课,我体会到:教师的＂
教＂要建立在学生的＂学＂的基础上.学生并不是一张让老师
随意泼墨的白纸,他们并不是空着脑袋进课堂的.相反,每一位
学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学习水平,学习基础以及不同的生活经
验.老师如果无视学生的生活经验,完全按自己的思路展开教
学,显然是会碰钉子的．在课堂上，有好几个学生圈画出句子
中的重点词，这些重点词，老师在备课时也没有想到，比如
有一个学生说，句子中一个“您”字，也体现了杨时对老师
的尊敬，虽然我的`电脑课件上并没有事先圈画出这个词语，
但我当场表扬了这个学生，说他读书比老师还仔细。课堂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学生圈出的词语并不是特别重点，
但是学生有自己的理解，只要他们能够“自圆其说”就行。

＂教学有法＂，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体，关注他们的差异，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教育是一门科
学．＂教无定法＂，教学是开放的，变化的，动态生成的过



程，面对教学中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老师的机智，灵活和
应变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教育更是一门艺术！

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篇二

《程门立雪》是一篇成语故事。本课通过描述“宋朝大学问
家杨时和同学去向程颐老师请教问题时，不愿意打扰老师午
睡，宁愿在风雪中等待”这一故事，使学生体会到杨时很爱
学习和非常尊敬老师的好品质，同时教育学生知道尊师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培养尊敬师长的情感。

上课时，我通过：（1）揭示课题，进行质疑。开门见山地引
出课题，然后读题、看图，提问。（2）整体感知，学习生字。
带着提出的问题齐读课文，然后自由交流，我根据学生的'交
流情况适时地做一个小结，把课文主要内容和文中生字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概括成一段话并适当进行板书，让学生在语
言环境中学习生字，进一步感知课文。（3）再读课文，感悟
内容。这是本课的重点，我主要让学生围绕“他很爱学习，
也非常尊敬老师。”这句话来让学生找找文中哪些句子可以
看出这一点，由这一个问题贯穿全文，品词品句，通过各种
形式的朗读让学生理解课文，从读中感悟课文。课文内容简
单易懂，理解课文内容，读出感情，读出对杨时尊敬和赞美
是朗读训练的重点，因此，在朗读第三自然段中杨时尊敬老
师的句子或词语时，我指导学生一边读一边体会：“悄悄
地”“一声不响”“默默地”“静静地”的情景，体会杨时
他们生怕有一点动静都会吵醒老师的心情，程老师和杨时的
对话也是朗读的重点，在指导学生理解“心疼”“慈
祥”“惊动”等词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后，我通过指导学生
用深沉的语调读出程老师爱学生和学生爱老师的浓浓师生情，
让学生通过朗读、理解课文内容，达到本课的教学目的。（4）
课外拓展，完成练习。由课文学习延伸到学生自己身上，联
系实际，让孩子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篇三

1．能借助汉语拼音正确认读本课10生字“杨、宋、著、敬、
题、敲、默、待、慈、漫”；正确书写并记忆“著、敬、题、
待、漫”。

2．朗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改字，按标点停顿；
在阅读的过程中想一想，杨时为什么冒雪站在程老师家门口。

3．知道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篇四

《程门立雪》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宋朝著名学者杨时尊
敬师长，虚心求教的故事。通过教学，要教育学生学习杨时
热爱学习，虚心求教，尊敬老师，尊敬他人的优良品质。

教学时，我主要让学生围绕“他很爱学习，也非常尊敬老师。
”这句话来让学生找找文中哪些句子可以看出这一点，由这
一个问题贯穿全文，品词品句，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
理解课文，从读中感悟课文。课文内容简单易懂，理解课文
内容，读出感情，读出对杨时尊敬和赞美是朗读训练的重点，
因此，在朗读第三自然段中杨时尊敬老师的句子或词语时，
我指导学生一边读一边体会：“悄悄地”“一声不响”“默
默地”“静静地”的情景，体会杨时他们生怕有一点动静都
会吵醒老师的心情，程老师和杨时的对话也是朗读的重点，
在指导学生理解“心疼”“慈祥”“惊动”等词语所蕴涵的
思想感情后，我指导学生用深沉的语调读出程老师爱学生和
学生爱老师的.浓浓师生情，让学生通过朗读、理解课文内容，
达到本课的教学目的。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文章的含义。

幼儿园程门立雪教学反思篇五

《程门立雪》是沪教版二年级语文上第六单元的一篇课文。



课文主要讲宋朝的大学问家杨时为了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
到老师家,当看到老师在午睡时,就一声不响地站在雪地里边
等候,边小声地背书。短文赞扬的是杨时尊敬老师,求知心切,
意志坚定的优秀品质。这个单元要求学生养成读课文边读边
想的习惯。所以教学设计时，我特意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训
练学生边读边思的习惯。

首先，我出示以往学生们读过的成语故事中的插图，让他们
回忆已学过的成语，复习旧知导入新课文《程门立雪》。接
着我出示《程门立雪》这篇课文里的插图，引导学生仔细观
察，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直观的视觉材料比文字更有吸引
力，学生们可以看到很多信息，比如今天的天气很寒冷，一
个大雪纷飞。雪地里，有两个人站在一扇虚掩的门前，一动
也不动。而且他们的肩上，帽子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花。
等到学生说出这些以后，我立马抓住他们所观察到的内容进
行提问。站在雪地里的人是谁？他站在谁家门前？这么冷的
天气，他为什么要站在雪地里？门没锁，他为什么不进屋？
这是第一个激发求知，促使学生寻找答案的过程。因为之前
学生感悟了图片上的内容，事实上，就算我不提出这几个问
题，他们也很想知道《程门立雪》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被
我这样一渲染，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我们
开始了，通读课文，整体感知，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在完成第一次求知探索后，因为答案很容易寻找，学生们收
获了自信，课堂氛围活跃了起来，接着我请学生用课文中的
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程门立雪》中的主人翁，学生们都能
准确找到相关语句，其实就是课文的第一小节：杨时是宋朝
著名学者。他很爱学习，也非常尊敬老师。再指导完学生朗
读第一小节后，课文的教学的节奏稍微慢下来一点，此时，
我继续向学生抛出问题，你的介绍中说杨时是一个爱学习的
人，你能找到证据证明吗？并且还非常尊敬老师，是不是也
有证据呢？这个问题难度比课前预习提的难度要大，因为在
整体感知课文后，学生对整个成语故事有了整体的了解，所
以问题难度如果没有提升，随口就能答出来，不利于刺激孩



子的求知欲。因为如果一个苹果随手都能摘到，人往往不稀
罕，只有伸出手，跳起来摘到的苹果才觉得甜。接到这个问
题后学生们立马到课文里圈划起来，划出了相关的句子，圈
出了关键词语。在进行交流时大家纷纷举手，都想说一说自
己找到的证据。课堂氛围再一次活跃了起来。借着学生们高
涨的热情，我指导好课文2、3小节的朗读，学生们在深情的
朗读中，似乎穿越到了宋朝，来到了杨时身边，脸上都露出
了敬佩的表情。

对杨时更加敬佩了。要说在第二个环节的朗读中，也能感受
到孩子们对杨时的敬佩，但还不及此时从心底里对杨时的敬
佩。

整堂课在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的推动下，顺利地完成了。留
在我们课堂的是孩子们可圈可点的课堂表现和朗朗的读书声；
留在孩子心中的是杨时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老师的尊重；留在
我眼里的是抓住孩子求知绽放出的语文课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