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汇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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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篇一

是作家朱自清写的一篇诗歌般的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紧紧
围绕“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足迹，表达了作
者对虚度光阴感到无可奈何和惋惜，提示了旧时代年轻人已
有所觉醒，但又为前途不明而感到彷徨的复杂心情。全文语
言优美，内容趣味性强，运用了大量对比，比喻，排比，拟
人的修辞手法，语言生动具体。

这一节课，我认为有几点较成功的地方：

１、我扩展了读书领域：

学习语文，是学生接受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教育，同时也是提
高他们语文实践能力的过程。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重
要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为了扩展学生的读书深，广程
度，我扩展了读书领域，上课时，课件播放有关朱自清的图
片简介，配画课文朗读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如诗如画的散文境
界中，为新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情感基础。课后，收集有关
时间的名言警句，进一步感悟时间的珍贵。

２、反复诵读，积淀感悟：

朱自清先生说：“文章的成功，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
此篇散文最为感人的地方，一是其语言的优美，二是其情感



的浓厚，引导学生深入地读，富有个性地悟，结合自己内心
的情感体验去读，去倾听，倾听作者的彷徨，倾听作者的无
奈，倾听作者的伤感……及对人生的思索。让学生在阅读中
揣摩，在阅读中体会，在阅读中领悟，在交流和讨论中说出
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节课上也有较好的体现。

３、利用课件，回忆我们的日子是如何匆匆溜走的，并仿写：

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试图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体会时间的
稍纵即逝，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驱动学生灵动的心，飞扬
他们智慧的语言，从而达到积累与运用的有机结合。

上完这节课，我觉得有很多不足之处，如：

１、个别学生参与不够主动，依赖小组其他成员。

２、还有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没有形成系统，表达不够明确，
有的地方支离破碎。

３、还有的学生不能认真地听别人的发言……

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篇二

朱自清是我自小崇拜的作家，他的散文，我至今能背诵好几
篇。《匆匆》是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文章手法细
腻，用诗一般的语言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
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的思想感情。文章运用各种修辞手
法和大量的叠词，读起来轻巧、婉转，适合朗读背诵。所以，
我把这一课教学重点定位于朗读背诵，感悟时光匆匆，加倍
珍惜时间上。

让学生充分读课文，找出描写日子来去匆匆的有关片段和句
子，如“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
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



子。”“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但是新来的日子的
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指导学生感情朗读，在读中
理解，领悟这些语句是如何描述日子来去匆匆的。

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阅读课文。“教学的一切成
果都要通过学习者的发展来体现，而学习者自身的发展是不
可替代的。”教师更是不能越俎代疱，要把课堂实践的机会
留给学生。因此，在教学《匆匆》一课时候，在初读课文的
基础上，我便放手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一步理解课
文，有的学生提出可以根据课后思考与练习去学习课文，有
的学生则采取反复诵读的方式来理解课文，并把喜欢的段落
背诵下来，有的学生喜欢一边读一边写，把自己在阅读中对
部分词句的理解批注在书上。这一环节的安排，充分关注了
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丝毫没有把老师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让学生充分享受了读书
的快乐，享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实践机会。而反观自己在
这一篇课文的教学上，我更是用一下几个环节来上好这篇散
文的：

1、能较好地创设环境。上课伊始，引背《长歌行》，并让学
生谈感受，激发学生要珍惜时间、及早努力的情感。然后出
示朱自清二十四岁时候写这篇文章前的一段话。让学生明白
朱自清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时光悄然逝去而无所作为，
决心从今以后要珍惜时间，才写下了这篇《匆匆》。最后播放
《匆匆》flash动画的配乐范读，形象的画面，舒缓的音乐，低
沉的语调，把学生带入一种情境，奠定了整节课那种淡淡忧
伤的基调，学生在这种基调种，很容易入情入境。

篇散文尤为突出。因而在课堂上，我所使用的语言也尽量和
文本一致，与课堂基调相符。如：“读了这句话，你听到了
作者在你耳边的低低絮语了吗？”“作者通过写自己的日常
生活来将无声无形的时间具体化了。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就



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在一个又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里匆匆
地流逝了。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时间的脚步。”“作者的
时间步履匆匆，那么你的时间又是怎么样过去的呢？能像作
者这样具体地捡拾起时间的足迹吗？”

3、拓展拿了读书的领域。学习语文，是对学生的人文性教育，
同时也是提高他们语文实践能力的过程。语文教材是学生学
习语言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为了拓展学生的读
书深、广度深，我拓展了读书领域，上课时，课件播放有关
朱自清的图片简介，配画课文朗读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如诗如
画的散文境界中，为新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情感基础。课后，
收集有关时间的名言警句，进一步感悟时间的珍贵。

4、反复诵读，积淀情感。朱自清先生说：“文章的成功，最
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此篇散文最为感人的地方，一是
其语言的优美，二是其情感的浓厚。引导学生深入地读，富
有个性地悟，结合自己内心的情感体验去读、去倾听，倾听
作者的伤感及对人生的思索。让学生在阅读中揣摩，在阅读
中体会，在阅读中领会，在交流和讨论中说出自己的看法，
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节课上也有较好的体现。

当然，在这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也有一些不近人意的地方，
如学生对个别的句子理解得不透彻等。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在
今后的工作中去完善的。

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篇四

日出日落就是一日，花开花谢就是一年，我们不禁感叹光阴
似箭，日月如梭。《匆匆》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的一
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紧紧围绕着“匆匆”二字，细腻地
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表达了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
惋惜。下面分享一些我在教学中的心得反思：

语文的学习离不开读，读是学习语文的金钥匙。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本节课，我给学生大量的读书时间，通过各种形
式的读，从听读录音读准字音，到朗读课文读懂文心；从静
心默读到个性品读；学生读得有情，读得有趣，读中有思考，
不仅感受到文章的语言美，使学生在读中体味文章的语言美，
更在读中品味字里行间流露的感情，在读中学习作者的语言
表达方式。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
对话的过程”。因此在阅读教学中，重视指导学生用心灵诵
读，融入角色，进行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会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和体验，会受到情感熏陶，会享受到审美的乐趣。
各种形式的读让学生真正走进文本，实现了学生、文本、作
者的三者对话。符合“让学于学生，还学于学生”的理念。
学生主体地位得以彰显，而教师的引领作用也得以展现，教
学落到了实处。

朱自清先生说，“文章的成功，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
此篇散文最为感人的地方，一是其语言的优美，二是其情感
的浓厚，引导学生深入地读，富有个性地悟，结合自己内心
的情感体验去读、去倾听，倾听作者的彷徨，倾听作者的无
奈，倾听作者的伤感……及对人生的思索。

纵观全文，课文语言优美，描写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作
者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捕作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怀。“燕子去
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燕子来了又去了，杨柳枯了又青了，花儿
开了又谢了，这本是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现象。作者确触景生
情，追索生命的价值，发出惋惜的慨叹。作者又依托大自然
可感的景象，使抽象转化为具体，思绪化为形象，增强了文
章的美感，可读性。本文巧妙的用词使句子变得优美，修辞
手法的运用，使句子更生动，更能感染学生。“伶伶俐离”、
“跨”、“飞”几个词的运用，使看不见的时间一下子成了
活泼可爱的孩子，既天真又调皮。设问、比喻、拟人、排比
等修辞手法运用，使句子更加生动形象。



作者通过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来将无声无形的时间具体化了。
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它就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在一个又一
个极普通的日子里匆匆流逝了。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时间
的脚步。”“作者的时间步履匆匆，那么你的时间又是怎样
过去的呢？能像作者这样具体地拣拾起时间的足迹吗？”

叶圣淘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
生能举一反三，练习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巧。”怎样利用好
教材这个例子呢？著名作文专家丁有宽说：“读写结合，事
半功倍。”在教学中我根据课文的特点，特别注意引导学生
在读中体味语言的美，在读中品味字里行间流露的感情，在
读中学习语言的表达方式，积累语言。

在精读课文第三自然段体会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日子去来匆
匆的语句，引导学生品读感悟，我让学生先读文中的句
子，“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然
后启发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说说“日子”是怎样在自己毫
不注意时消逝的，接着让学生去发现，文中表示时间流逝的
词语不仅仅是“过去，过去”，还有什么？学生一下子就找
到了“飞去”、“跨过”、“溜走”等，我让学生给自己刚
说的句子加上合适的动词，学生的思路开阔了，说得渐渐多
了，，学生兴趣盎然，有的说：“聊天时，日子从嘴边过去；
玩耍时，日子从脚下跨过。”有的说：“看电视时，日子从
眼前晃过；写作时，日子从笔尖滑过。”有的说：“跑步的
时候，日子从跑道上飞过；喝水时，日子从水杯里流过。”
有的说：“睡觉的时候，日子从梦中溜过；抽烟时，日子从
轻烟中飘过。”

阅读不是一个被动、机械地吸收课文信息的过程，而是积极、
主动地从课文里吸收各类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使
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并能选择和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
有效的仿写，发挥他们的主体意识。而要真正学会仿写，关
键是老师要指导帮助学生品评其中的锦词佳句，学习其立意
和写作技巧等，引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总之，从读到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是“生本、师生、
生生”多维对话的平台，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
佳径。

本节课也有不足之处：如提问：作者是怎样写我们的日子匆
匆而逝的？本以为这个问题可以统领全文，让学生充分交流
起来，但在实际上课中，这种“提问”没有转化成“交流”，
同学们没有动起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思良久，觉得
所提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只是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我
不能融会贯通地迁移、引导，导致师生交流不够充分，没能
激发起学生地交流热情。因而，问题的设计固然重要，而把
握教学时机更重要。

“细节决定成败，”一节课的细节有很多，只有我们将每一
个细节都考虑周全，才能真正向课堂要质量，只有我们将每
个细节都巧妙安排，才能向课堂要效率，这将是我要努力的
方向。

匆匆这篇课文的教学反思篇五

1、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我的几张老照片，大家有兴趣看看
吗？

2、教师随课件介绍： 这是我儿时的照片，天真无邪的笑容
中透着几分顽皮。 这是我青年时的照片，青春正如花般绽放
着。 慢慢地我步入了中年，这是我与学生在毕业典礼后的合
影。看着学生长大了，我开心地笑了，不过此时已有几丝鱼
尾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眼角。

4、那时当我再回首来看这些老照片时，我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5、是啊！当皱纹悄悄爬上我的额头、眼角，当时间用无情的
刻刀在我脸上写下岁月的沧桑时，我多想抓住时间的脚步，
留住我的青春岁月、花样年华啊！于是朱自清的散文《匆匆》



便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今天便跟大家一
起去品味其中的滋味。

6、板书课题。谁按自己的理解读一读。（指名读题）

1、让我们一起走进《匆匆》这篇脍炙人口的美文，在他轻灵、
细腻、诗意化的语言中去触摸时间这个精灵。

2、课件出示读书建议： 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读课文，思考：
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日子去来的匆匆的？划出有关句子反复
读一读，再就你的体会与同桌交流。 （生自读交流，师巡视
辅导）

3、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日子去来的匆匆的呢？

1、随着学生的交流。课件相机出示第三自然段。

2、时间这个精灵它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作者是如何具体地
描述出它的匆匆脚步的呢？请大家把心沉进去，再读一读，
想一想，感受一下日子匆匆流逝的足迹。 （生自读、品味）

3、（指名交流）时间的脚步你们感到到了吗？谁能来说说。

4、是啊，作者通过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来将无声无形的时间具
体化了，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它就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在
一个又一个极普通的日子里匆匆流逝了，让我们真切地触摸
到了时间这个精灵的脚步。 写得多好啊！这么美的语言让我
们再次去读中品味一下吧。请大家再练习有感情地读一读，
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时就多读读。 （生自练读，师巡视
辅导）

5、乐于交流，善于交流，让我们在交流中学会交流。大家喜
欢哪些句子就来给大家读一读，好吗？大家别忘了听完后用
自己的方式夸夸他。（指名读后评读）



7、同学们还想读吗？那么再有滋有味地读一读吧。（生再练
读） 读得这么投入，让我们再一起来试试，老师起头，读到
你特别喜爱的句子时就站起来读，好吗？准备好了吗？老师
给大家配上音乐。（师生齐读，课件配音乐画面）

2、点生仿照着说句子。

3、评：你夸他什么？

1、是啊！闲聊时，日子从我们的嘴边溜去；跳橡皮筋时，日
子从皮筋底下钻过去；打电子游戏时，它遍轻灵地从我们的
鼠标上夸过。从我们手边飞逝了某一日，你觉察它去的匆匆
了，惋惜时，日子便又随着我们的叹息声轻轻飘去了。 时间
就这样白白流逝，我们甘心吗？那作者甘心吗？请大家从文
中找出有关句子作依据。 （生自默读，找出有关句子，谈理
解）

2、是啊，作者为时光匆匆逝去感到了痛苦，并发出了不甘心
虚度此生的呐喊，这一个紧跟着一个的问题中实际上蕴涵着
答案，你能试着按你的理解解答吗？（师读课文生试答）

4、多么动听的声音，多么响亮的回答啊！这里老师想送给大
家一句名言，它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
基说的。（课件出示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师读
名言）

1、生自由读文。

2、点生读，如果喜欢哪些句子，就大胆地来展示吧！

同学们，让我们带着这些对时间的感悟走向课外更广阔的语
文天地——生活舞台吧！

1、录制课文朗读录音带，与你喜欢的人一起欣赏。



3、搜集阅读有关时间方面的诗词、格言、警句及名人珍惜时
间的故事，准备开展交流。

4、以“日子”为主题，自创一首诗或写一篇文章，记录下你
或你身边人的日子，再谈谈你对此的看法和感受。

同学们，往者既可鉴，来者犹可追，过去如果由于某钟原因
浪费了不少时间的同学，那么就从现在起开始抓紧每一天吧，
因为抓住了今天，你将赢得明天！这是最近的一次听课笔记。
一篇如诗的文章，一堂如诗的课。教师把学生带进了朱自清
轻灵的世界中，和他一起去感受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