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 六年级
语文我的烦恼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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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篇一

通过学习，学生能正确理解古诗的意思，体会古诗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教学效果较理想。但本节课也有许多不足：如我
只是让学生把每首诗中的每句话及整首诗进行了解释，对于
每首诗中重点字的解释落实的还不够牢固，对于重点字应多
让几个学生说说，或设计连线等练习题，帮助学生理解诗中
的重点字、词，提高课堂的实效性。

《山中杂记》教学反思

本文词语丰富，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抒发了作者真挚
的情感，易于理解，得到了学生的喜爱，通过学习本文，学
生还了解了什么是杂记，知道了这种文体的写法，教学时采
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抓重点词句，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等，
总体看来，同学们对本文的学习是比较成功的.。

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篇二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一文送别场景情真意浓，感人肺腑。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浓浓的师生情，深深的爱国意。“爱国情
怀”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情感主线，无论是师友送行时赠送泥
土的`“特殊礼物”，还是身处异乡时肖邦忘我的音乐创作，
以及弥留时请求把心脏带回祖国，长眠祖国的地下，都突出



了这条情感主线——炽热执着的爱国情！给人以深沉而强烈
的艺术感染。

在精读训练时，我就牢牢地抓住了“爱国主义”这条情感线
索展开教学。首先，我让学生通读全文，感受一下文章主要
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为学生学习课文牵出了一条主线。
然后让学生根据这条主线去学习课文，找出能够体现肖邦爱
国主义情感的行动和画面，学生有了这根导线学起来就有了
方向，对文字的感悟能力也是比较好的，有很多细节都注意
到了。比如说：“他郑重地从老师手里接过了盛满泥土的银
杯，回首望了望远处的华沙城，然后登上马车，疾驰而
去。”应该说这个细节本不在我的预设之内，但是有一个学
生就说：“肖邦回首望了望远处的华沙城，心里在说：我最
亲爱的祖国，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我一定会回来的。还有
学生说：“泥土用银杯来装，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热爱祖
国，珍爱祖国的一点一滴，泥土竟然用银杯装，而不是普通
的玻璃杯或其他容器。”

所以说，学生对文本的体验是不同的，教师可以让学生从多
角度去感悟文字，只要老师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学生
学有方向，就一定会学有所成。

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篇三

生1：你总说我们的文章干巴巴的，现在我知道了要注意描写
人物的动作，“紧紧地握住”“捧过”“回首望了望”等这
些写得很传神。

生2：作者还描写的了埃斯内尔送别时说的话，抓住语言来描
写。生3：作者的语言描写值得学习，只写了老师的话，而没
有像我平时作文那样一问一答，特别罗嗦，像流水帐，现在
我知道了语言描写不一定要一问一答。

生4：作者没有一问一答，但描写了肖邦的反应：“感动地点



了点头”“肖邦再也忍不住了，激动的泪水溢满了眼眶”等，
让我们觉得情意深长。

师：是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为了指导好背诵，也为了体会情感，我说，作者的文字总是
包含着情感的，看看作者描写了送别的几个小场景，能读出
其中的情感吗？说实话，这几个小场景，在教学资料上有：
告别亲人离华沙，师生咏唱送别曲，老师叮嘱送礼物，肖邦
接杯登车去。

可是孩子们的概括更让惊讶：歌别、话别、礼别、目送。

我问为什么会想到这样概括的。一个孩子居然说，你以前教
我们学送别诗的时候说的啊！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情在歌中

他们站在路边，咏唱着埃斯内尔特地为肖邦谱写的送别曲
《即使你远在他乡》。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话别情深

埃斯内尔紧紧地握住肖邦的手说：“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呀！”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以物寄相思

这时，埃斯内尔又捧过一只闪闪发光的银杯，深情地对肖邦
说：“这里装的是祖国波兰的泥土，它是我们送给你的特殊
礼物，请收下吧！”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满目皆情

他郑重地从老师手里接过了盛满泥土的银杯，回首望了望远



处的华沙城，然后登上了马车，疾驰而去。

突然发现，学生的思维走得比我远。

六年级上册《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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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篇四

(1)《匆匆》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字优美，含义深刻，
适合朗读。我利用欣赏读，配乐读，抓重点词句品读等方式
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时间来去匆匆，一去不返。顺利地完成
了教学重难点。现在我以教学重难点处问题的有效性为主，
浅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教学中的问题要为完成教学任务服务。

我以“看到燕子去了再来，杨柳枯了再青，桃花谢了再开，
作者一定会想-----”和“你的一生有几滴这样的水?你已经
用了多少了?”这样的问题，引起学生的认真思考，使学生从
阅读的内容想开去，展开联想，体会到了作者对逝去时光的



渴望和留恋，同时学生也感受到了时光匆匆而逝，既对所学
内容进行了感悟，又渗透了学习方法，突破了教学难点。

二、教师提出的问题要明了，要有针对性。

课始，我在配乐读之前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完后说
说这篇散文留给你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目的是引出课文的
主要内容，可是在各个班试讲时却情况不一。有的班学生的
感受以内容为主，感受到了时间匆匆，有的班级学生感受到
了散文的优美，这一点令我出乎意料，但也让我同时领悟到
这也是这一课的知识点，随即记录下来，作为备课的资料。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反问自己，并向其他教师
请教，原因就是我的问题过于笼统，指向不明，这也是我们
在平时教学中常犯的一个错误，问题如果能直截了当，离题
进一步，就会减少学生学习的障碍。

例如我在教学第一段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从第一自然
段中发现了什么?由于小学生初次接触散文，所以学生只从时
间一去不返谈发现，却没有谈字词和句式方面的发现，令我
失望。我决定改变问题再试。第二次试讲时我将问题改
为“从这一段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知识?”可是学
生的回答仍以内容为主，而未有其他的收获，此时我真有些
苦恼，这说明我的问题不够明了，表意不明，不准。怎样才
能让学生既能体会到时间一去不复返，又能发现其中的排比
句式和对比手法，从中领略散文的韵味呢?第三次试讲，我又
将这个问题改为“你喜欢这一段中的哪些句子?这时，有少许
学生发现了句子中的对比手法，可我仍然觉得不尽人意。课
后，我苦苦思索，怎样设计这个问题才能让学生直接发现这
些知识财富呢?首先我质问自己，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猛然间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和自己捉迷藏，为什么想让学生发
现却又不敢问呢?平白设置了师生交流的障碍。不如直截了当，
需要学生发现什么就引导什么。所以在讲示范课时，我将这
个问题改成了”你喜欢这一段的开头吗?说说理由。这样一来，
学生发现了排比句，美美地赏读了一番，又从文中的问



句“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读出了作者的追问，发现了时间与前面几种自然现象间
的`对比，体会到作者对逝去的时间的留恋，看着他们尽情地
发现，交流，真令我心中畅快。可见，准确地提出问题，既
可以帮助学生学会知识，还可以疏通学生的学习道路，使他
们顺畅地到达知识的彼岸。

三、借助有效问题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在理解了句子“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
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我顺
势抛出问题：你们知道怎样才算留下了生命的痕迹，没有虚
度此生?举一个你敬佩的人来说说。学生列举了一些伟人，却
忽视了身边默默奉献的人，我发现他们思想中的偏颇后，教
育全体学生即使是平凡的人，只要他们对家庭，对社会对他
人作出了有意义的事，就活得有价值。这样借助这个问题既
巧妙地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又为下一个问题“那
么你们知道朱自清先生以后是怎样做的吗?”作好准备。

精心设计问题，提高问题的有效性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个重
要而有效的手段。今后，我将在平时的教学中扎扎实实地作
好有效问题的设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天桥岭林业小学姜
春霞)

(2)《匆匆》第二课时教学反思《匆匆》这课教完了，留在我
心中的除了对课文精彩语言的啧啧赞叹，对学生理解感悟语
言能力和精彩发言的深深赞赏，还有对教学过程中教学机智
应对的久久思索。

《匆匆》这篇文章是一篇散文，细腻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
和作者对虚度时光的无奈和惋惜，揭示了旧时代年轻人已有
所觉醒，又为前途不明而感到彷徨的复杂心情。文章脍炙人
口，但对于六年级孩子来说，理解起来又有一定难度，因为
文章中一些词的说法与现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篇文章



思想感情复杂而多元，想要理解作者的当时的思想并不容易，
文虽短，若想理解深刻并不容易。

语文课标中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理解、感悟、欣赏、和
评价。而这篇文章的教学过程我是这样实现对文章解读的。

一、语言渲染，让学生入情入境

上课伊始，先让学生找统领全篇的问句：你聪明的，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给学生一个对全篇的整体
印象，同时又用语言渲染：是啊，作者的八千多日子在他的
手中匆匆溜走，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
们的日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这节课让我们随着作者细腻的笔
触一起去追寻时间的踪迹吧!这样，学生就有了与作者一样的
问题，学生也就一下子进入了课文的情境。

二、联系生活，让学生获得与作者一样的情感体验

作者描述时间匆匆走过，自己无奈又留恋时，语言优美而与
生活十分贴近，但光让学生读是不够的，要想让学生与作者
产生共鸣，必须要让学生与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于是我设计
了让学生用____时候，____过去说话，说说自己与时间的故
事。如此一来，学生真正感受到了与作者同样的问题，我们
的时间也一去不复返了，真想留住时间。带着这种真实的感
受去读，就让学生真正理解了作者，感悟了语言。从学生的
读中，我也听出了他们对于时间逝去的留恋。同时，也为下
一自然段理解作者不甘虚度时光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引导提问，介绍背景，深入作者内心世界，解读文本

因为当时作者因为中国前途的不明，想奋斗却没有出路而苦
恼。文章第四自然段抒写的就是这种彷徨的复杂心情。想要
让学生理解文本，就必须介绍当时的背景。于是，我就让学
生读文，看看能读出什么。学生读出了作者的徘徊时，我借



徘徊一词，引导提问，“读到这儿你有什么问题?”学生自然
问，“作者为什么徘徊?”真正走进了文本，我顺势导出背景，
学生再读后面的问句“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
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
迹呢?”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心中那种虚度时光又无所适
从的痛苦。而对两个“赤裸裸”的不同理解，又进一步体会
到作者的不甘。

四、写话勉励同学，达到对文本理解的最终目的

学会体会到作者的不甘，体会到作者在未来的日子的发奋，
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我想让六年级的孩子，体会到时间的可
贵，要珍惜时间。所以，我设计了让学生写自己的格言勉励
同学。请看几则学生的格言：

五、对比语言，学会评价鉴赏

学习第四自然段后，我让学生评价我写得一段文字，以此达
到鉴赏语言得目的。学生都说我写得不好，进而从文中找句
子证明作者写得有文采，用了许多修辞手法，用词恰当。虽
然只是鉴赏了一段文字，但学生已经有了这种意识。在留作
业得环节中，学生说可以找找文中有哪些好词好句，有哪些
修辞手法。我想学生有了这种意识，在以后学习中也会受益
匪浅。

在教学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由于我抽的这课学生已经学过，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学生一下
子就说出了读出了作者不虚度此生，所以直接进入了“但不
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这一句的教学。打乱了
我原来的计划，所以后面的教学显得有些被动和杂乱。我想，
这就是我的教学机智问题，不灵活。如果当时在这儿引出背
景，再返到前面教学就更自然，也不会显得被动。



另外，我自己对教学环节的过于关注，导致了我在上课时，
没有进入文本，所以自我感觉学生也没有深入进去。(河北省
唐山市开平区越河乡塔头小学单春敏)

歌曲我的中国心课后反思篇五

1、以学生自读为主，重在感悟、积累，尽量让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借助译文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提
出问题进行合作探究交流。并联系实际、拓展延伸，在充分
理解寓意的基础上，让学生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体
会。

通过排演课本剧，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活跃了课堂气
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