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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告应该
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七年级语文评课报告总结篇一

整节课听下来，我们没有丝毫的倦意，更多的是敬佩和深深
地思索。渐行渐出的评价标准，让学生在原有的能力点上更
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所需要着重注意提升的是什么，也更清楚
的为老师指出了教学中应着重训练什么。“我们要把学生领
到哪儿？我们怎样把学生领到那儿？我们怎样确信我们已经
把学生领到了那儿？”翁老师的课堂明确的给我们出示了答
案。

就评价标准而言，翁老师的这两节课可以说是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典范。学生在自己的原有认知基础上归纳出事物的方法。
不全面，老师也不急于补充，而是在接下来的学习在文本的
学习过程中自然地由学生补充完整。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基础
上有了新的成长。学生越学越得法，越学越有劲儿，越学越
兴奋。学生与老师思想的碰撞，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的碰撞，
在整个课堂上充斥着一种思维之美。学生的眼睛被点亮了，
我们这些听课的学习者的'眼睛也被点亮了。“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是啊！在翁老师的课堂上我分明看到了那
点点火光，在燃烧着孩子们，也在燃烧着我们。

“老师能将孩子领到哪儿取决于老师自己在哪儿。”“只有
自己是自己终生的老师，人要有自我教育。”面对着翁老师
的殷殷希望，面对着孩子们渴求的眼神，面对着自己教育的
良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习、不进步、不成长呢？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懈怠。成长路上，我要努力。

七年级语文评课报告总结篇二

《安塞腰鼓》出自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是一篇歌颂激荡
的生命和磅礴的力量的。它用宏大的场面，奔放的动作，铿
锵的节奏，激昂的鼓点，搏击的躯体，瑰丽的舞姿等来表现
黄土高原的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对于这样一篇，我觉得李小军老师做的最棒的就是他的朗读
教学。从腰鼓中理解生命和力量的主旨，对初一学生来说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避开难点，重点放在朗读上，通过读，体
会，感受，难点自然就随之突破了。

李老师的朗读主要分为三种：

二，速读，用句式说话。用好一个------的安塞腰鼓或陕北
人民是多么的------这样的句式说话。李老师提出了读的速
读，同时要求学生动脑思考，同时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把可
意会转化为可言传，用句式说出了同学们对的感知和感受。

三，寻读，学习一些方法。先是通过寻找标志性的句子，寻
找文中语气转折的地方读出结构，梳理作者的思路。再寻找
排比，反复的句子，大声的让同学读出来，一浪一浪的高潮
让人喘不过气来，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接着寻找用短句，
独词句构成的内容，体会表达效果。气势充沛，节奏鲜明，
语句铿锵。而后，委婉的寻读出对比，指出江南有江南的风
格，西北有西北的特点。黄土高原蕴藏着原始的生命，积蓄
着骚动的力量。只有这，才打得起安塞腰鼓。最后让同学们
选读，写出自己的感悟。对这厚重的黄土地，对这热情奔放
的年轻后生说点什么，不仅培养了学生读的习惯和能力，极
好地加强了学生的语感，还让学生从字里行间体会安塞腰鼓
的那种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
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这些特点，更



要动手写出心中不可遏制的冲动。

李小军老师的朗读教学内容和形式取得了完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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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评课报告总结篇三

《安塞腰鼓》出自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是一篇歌颂激荡
的生命和磅礴的力量的。它用宏大的场面，奔放的动作，铿
锵的节奏，激昂的鼓点，搏击的躯体，瑰丽的舞姿等来表现
黄土高原的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对于这样一篇，我觉得李小军老师做的最棒的就是他的朗读
教学。从腰鼓中理解生命和力量的主旨，对初一学生来说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避开难点，重点放在朗读上，通过读，体
会，感受，难点自然就随之突破了。

李老师的朗读主要分为三种：



二，速读，用句式说话。用好一个------的安塞腰鼓或陕北
人民是多么的------这样的句式说话。李老师提出了读的速
读，同时要求学生动脑思考，同时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把可
意会转化为可言传，用句式说出了同学们对的感知和感受。

三，寻读，学习一些方法。先是通过寻找标志性的句子，寻
找文中语气转折的地方读出结构，梳理作者的思路。再寻找
排比，反复的句子，大声的让同学读出来，一浪一浪的高潮
让人喘不过气来，生命和力量喷薄而出。接着寻找用短句，
独词句构成的内容，体会表达效果。气势充沛，节奏鲜明，
语句铿锵。而后，委婉的寻读出对比，指出江南有江南的风
格，西北有西北的特点。黄土高原蕴藏着原始的生命，积蓄
着骚动的力量。只有这，才打得起安塞腰鼓。最后让同学们
选读，写出自己的感悟。对这厚重的黄土地，对这热情奔放
的年轻后生说点什么，不仅培养了学生读的习惯和能力，极
好地加强了学生的语感，还让学生从字里行间体会安塞腰鼓
的那种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
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这些特点，更
要动手写出心中不可遏制的冲动。

李小军老师的朗读教学内容和形式取得了完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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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评课报告总结篇四

《竹影》是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是
艺术大师丰子恺先生散文作品中一篇内涵深刻、耐人寻味的
佳作。全文叙述几个小伙伴，借着月光，在自家的"水门汀"
上游戏，描画映着的竹影，你一笔，我一画，竟然有几分中
国画的意味。孩子的游戏，在成年人眼里也许不屑一颐，但
在丰子恺的眼里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也许，艺术和美就
蕴含在童稚的活动中。认为最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翁老师以已学篇目《童趣》作为导入，联系自己童年趣事与
学生进行了交谈，风趣幽默的言谈让学生体会到老师不是那
么严肃，还挺平易近人的，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学生的距
离，同时也为接下来的课顺利开展创造了一个轻松自由的氛
围。

在教学中，翁老师把品味语言，体会童真童趣作为主要目标
进行教学，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找看，找出有趣的句子。
（分析并辅以朗读）积极引导学生从课文1—3自然段中找关
键的词句。在这里运用了很多方法如运用换词法、标点符号、
修辞语、拟声词、修辞方式等等方法，充分地让学生体会生
动形象的描写以及用词的凝练。同时翁老师也很注重朗读，
采用了多种朗读方法如纠正朗读、换词朗读、提问题式朗读
等指导学生朗读体会文中的童趣。

整节课由导入，整体感知，深入体会“童趣”，变无趣为有
趣等四大板块组成，前三个板块是重点，让学生体会字里行
间中的童真童趣，从而明白艺术并非高不可攀，它往往就存
在与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所以这节课的教学思路清晰，教学
流程顺畅，课堂结构合理。



有人说：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成功的课也会存在这样
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这堂课在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一处
显得不足。那就是在深入体会“童趣”这个环节，黄老师是
想通过分析字词和朗读让学生来体会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童
趣，可惜，在这个环节翁老师好像并没有很好的落实到让学
生体会文中的童趣，却是讲着讲着讲到了华明的性格特征和
他父亲的性格特征，让人以为这个环节好像是让学生体会华
明和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不是从文中的字词来感受童
趣。总的来说，我认为这节课是成功的。

总之，这是一堂高效的语文课。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相
信不久的将来，在语文教学上，她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
庄大道，深深祝福她。

七年级语文评课报告总结篇五

今天我听了李xx老师七年级上册历史与社会课《石油宝库》，
听完之后我受益匪浅，下面我谈谈对这节课的一些看法。

一、评教学目标：

李老师能充分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整堂课中能紧紧围绕知
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维目标去选择
材料和开展教学活动，体现了课程价值。

二、评教学重、难点：

李老师借助教材提供的平台，根据初中生好奇善动的特点，
教学过程中有条理、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突破了重难点，基本达到了课前预期的目的。

三、评教学方法：

李老师的这节课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实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的主导思想，体现了教育教学新理念，教学中将讨论
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融为一体，通
过观看视频、情境分析等方式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拓展了知识，扩大了知识容量，使学生在一节
课中掌握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

四、评教学过程：

1、在导入环节，李老师直接讲述世界石油问题从而引入石油
的输出国，进而导入到“石油宝库”这一课题，直接，贴近
教学内容。

2、李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地图的运用，注重对学
生读图分析能力的培养，这是在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最重要
的能力目标。

3、李老师在体现学生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积极
性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她能围绕学习目标，精心设计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认真查阅地图，尽可能多的将时间交给学生，
边看边思，让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主动解决本节课
的教学内容。

4、本节课思路清晰，从波斯湾地区的地理位置，到自然环境，
再到人文环境，层层递进，过渡自然，很好地让学生掌握了
学习某一区域的方法。

以上是我认为李老师在上课过程中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些闪光
点，下面就不足之处提几点本人的粗浅认识：

1、导入环节采用世界石油问题，非常直接。但仅仅通过自己
的口述，略显单调。若能提供相关时政的视频，既可以让学
生关注时政，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
可能会更好。



2、学生活动面还不够广。在课堂反馈上要多鼓励让学生大胆
讲，有疑难的地方可让学生补充讲，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
生的主体作用。在学生回答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的评价，
丰富评价语言。

3、整堂课李老师最终是没有在45分钟的时间内完成，这是由
于在教学过程中，李老师讲解过于细致，面面俱到，重难点
不够突出，这就需要李老师在课前更好地研读教材，把握好
本课的重难点。而且李老师的语言过于随意，多口语化的词
句，应加强地理学科术语的学习并精炼语言。

总之，瑕不掩玉，李老师的这节课，层次清晰，流程自然，
结构紧凑，课堂上体现了老师良好的素质与主导能力，是一
节比较成功的历史与社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