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课文教学反思(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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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这两首诗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释就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思。
教学时我把重点放在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道理的感悟上，让
学生理解“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二句诗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让
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学生兴趣非常浓厚。

这二首古诗中出现的“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
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二句是千古传
颂的名句，意义深远，如果能让学生学以致用，那就是最大
的收获了。学了以后，不少学生已经能灵活运用。

兴趣，注意力分散。经过我的再三思索打算换一种方式，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学生平日爱画画的特点，我决定对
重点段采取以直观形象的简笔画、动手演一演，让每个孩子
都参与进去，谁知我的这一想法竟然在课堂上得到很好的印
证。由此，使我深深地领悟到简笔画、肢体语言的的妙用确
实对理解语言文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巧用简笔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直观形象的简笔画，可以将语言文字所叙述的事物，描绘成
鲜活有趣、看的喜爱、感受真切的东西，使课堂气氛一下子
变得情趣万千，充满了勃勃生机。如教学课文第三自然段，
了解爬山虎的脚的位置、形状、颜色时，便发挥了学生的特



长动手画一画，起初大部分学生都画得不正确，没有弄清爬
山虎脚的位置，当我放足时间让学生找到书本上有关的语句，
朗读反复琢磨，寻找自己画上的不足。这一设计竟使学生情
绪高涨地朗读起来，他们紧锁眉头细细斟酌，不一会儿，一
幅幅作品就在他们手中诞生了，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二、巧用肢体语言能帮助突破教学的难点。

俗话说得好：“人的肢体语言是最为丰富的，也是最具魅力
的。”课文第四自然段，讲述的是爬山虎怎样爬墙的，如果
单单的让学生找到几个表示动作的词（触、巴、拉、贴）来
说一说是怎样爬的，学生未必能真正理解。想到这儿，我让
学生们都把两只手伸出来，把自己的胳膊当作爬上虎的一根
茎，手当作爬山虎的细丝，手指肚当作细丝的小圆点。先让
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自己演练一下爬山虎是怎样爬墙的；接着
指名让学生到黑板上来演示，把黑板当作一面墙，先把手指
肚触着墙，胳膊弯曲，手指伸直向上拉，胳膊伸直，整个身
体就贴近黑板，就这样一脚一脚向上爬。经过同学们的演示
讲解，学生由原来误认为爬山虎像人一样双脚一前一后的走
路，逐渐明白了爬山虎到底是怎样爬墙的。

由此可见，恰到好处的运用简笔画、肢体演示，能降低学生
理解课文重点内容的难度，学生也比较喜欢这种形式，的确
做到了在乐中学，学中得。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要上得成功在于：能把《新课程》崭新的理念在上课
前一节课先和学生讲清楚，打破原有的教学方式，组织学生
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告诉学生：老师和他们
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讲台并非是老师专有的阵地，老师要常
常把讲台让给学生，让他们也神采飞扬站在这里施展自己才
能，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让每颗种子都感受
到春天的阳光。我对学生提出几个“允许”：允许学生与老



师争论，允许保留不同于老师的差点，允许随时质疑老师的
讲述。在把新课改的理念渗透给学生的基础上开始上新课，
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课堂上学生对问题的分析、理解有时会超越教师的设想，这
是教学相长的好机会。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从中汲取营养，用于再教学时启迪学生的思维。

上完本课，我空出时间让学生质疑，有位学生提出：课文最
后一句话“我倒不如躲到隶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明
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句话怎么理解？
说真的，我认为把贾平凹写的《风筝》安排在第一课，未免
太难了。因为贾平凹先生的文章语言比较隐晦，作为老师，
有时都一下子都转不过弯来，何况是刚进初中的学生？这位
同学提出本课触及中心主旨的一句话。我让全班同学以小组
为单位展开讨论，最后请同学来回答：“这句话强调地指出：
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教育思想十分猖獗，必须坚持战斗，不
能退缩！”另一位同学接着回答：“这句话和第二段中
的‘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
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相照应。
我去查有关的资料，作者写这篇的文章是1924年，当时中国
正处于军阀统治下，所以，这句话是当时自然气候的描述，
也是作者对政治气候的感受。”除此之外，同学还提出了许
多问题，我都让他们通过讨论自行解决。同学预习课文时，
碰到问题能去查找资料，这是一种探究精神的体现；经过讨
论解决问题，这是合作精神的体现。通过几节课和同学一起
用新课程崭新的理念上课，我觉得新理念已经在慢慢的渗透
到学生的思维中去了，这是值得欣慰的。

对一节课成功了，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失败了我们也要认
真总结、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找准症结所在，以便于弥补
不足。教学第四自然段“风筝事件”时，我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开展讨论，上台表演整个事件的过程，注意人物的语言、
动作、心理活动。几分钟后，全班没有一位同学举手，我只



好点名两位同学上台表演，结果效果相当差。两位同学用非
常生硬的动作、语言，断断续续地说完整个过程，引得全班
同学议论纷纷，我也觉得十分尴尬。课后我自我反思：学生
表演时没有道具，凭空想象，加上也没有对话描写，只能通
过动作、表情等来表达，因此，学生做起来困难。并不是所
有课文都能通过表演来增加学生的空间，要因文而异，设计
不同的活动方式，以便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在《火烧云》的教学过程中，我站在教师的立场，理应引导
学生受到思想的感染，得到语言文字的训练。因此产生了各
种教学设想，看是否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否能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是否能造成思维活跃，情绪欢快的课堂气氛。为
这一教学，我在课堂中安排了四项词语练习：

一、用“烧”和用“红”进行比较

我问：“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通通的，好像是
天空着了火”这句话中的“烧”字改成“红”字，通不通？
既然是通的，那作者为什么不用“红”字，而用“烧”字呢？
这个问题学生很感兴趣，在我的启发下，同学们你一言，我
一语的说开了，一学生说：“句中也有‘红通通’一词，用了
‘红’字就重复了。”一学生说：“课题是《火烧云》，
用‘烧’字起点题作用。”另一学生又说：“用了‘烧’字。
他跟‘着了火’相互照应。”

这个问题的设计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咬文嚼字”，推敲词语
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语文教学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要
营造学生思维活跃的课堂气氛。其中，教师提出的问题是否
难易适度，是否有足够的思考价值，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我提出了用“烧”和“红”比较的问题，在课堂实践证
明，效果很好。



二、说说火烧云的其他名称

练，这一设计是我让学生加深对“霞”、“朝”、“晚”等
字字义的理解，让学生体会祖国语言的丰富多彩。

三、用仿“红通通”的形式讲颜色

我问学生：“作者说，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
颜色。那么你们能试着说这些颜色吗？”同学们有的说“红
通通”、“金灿灿”，也有的说 “葡萄灰”、“茄子
紫”、“梨黄”，还有的说“白茫茫”、“灰蒙蒙”等，当
学生说到“白茫茫”、“灰蒙蒙”两词时，我告诉学生，这
两个词从词的结构来说是对的，但跟火烧云的实际不相符。
这种词语训练的方式很受学生的欢迎，因为要求具体，方式
新颖。

四、用一个词语概括火烧云的某种变化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能用一个词语来概括火烧云颜
色的变化多和变化快吗？”这一问后，一同学答道：“五颜
六色、变化莫测。”这时我继续追问：“你又能用一个词语
概括火烧云形状的变化多和变化快吗？”学生回答：“千姿
百态、瞬间万变。”

就这样，我用“变化多”、“变化快”这条线索贯穿整个教
学过程，使火烧云这三个方面的景象显示出共同的特点，这
样一来，教学思路清晰，学生获得的印象也就集中而深刻了。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寥寥数语，便将学生引进课文，让学生运用朗读的常识解读
课文，感悟语感，形成积淀。

一、阅读第一节，通过教师三个层次的朗读让学生学会



把“长句读短”，后顾课题“孔子游春”，以名晓文章
贵“简明、精要”，不得绕圈丢阵。

二、感受第二节，以“泗水春景美啊！”为题，用美的姿态、
美的声音读出春景的美，把“美景读美”！这样，水到渠成
地拎出“比喻”、“拟人”、“排比”等句式的渗透训练，
再施以师生多形式地读、背竞赛，语感上口，语意进心，语
段入脑。

三、学习“孔子论水”段时，我备课时注意了孔子“很不平
静”、“动情”、“意味深长”等一系列描写心情、表情、
语言的词语，可在教学推进时，我却意外地发现“沉思”这
个词的妙处，让学生抓住“沉思”想“孔子可能在沉思什么
呢？”学生有的说：“他可能在想这水到底有什么内涵？”
有的说：“他可能在想这水有四性，人能有几人具备水这品
性？”有的说：“他可能在想水是真君子啊！”有的
说：“我的学生有几个能具有水这个真君子的品行呢？”有
的说：“我怎样教才能让我的学生成为真君子呢？”

真没想到，冗长且零散的几段话通过“沉思”一词浑然一体
地凝聚起来；本应费口劳舌地“讲、读、悟、说”的教学程
序则被这“沉思”一词简洁明快地浓缩起来。真有“妙扣一
词，事半功倍”之效果啊。

四、讨论“师生论志”段时，由于前面“论水”铺垫得厚实
到位，对子路的“率直”有情义、颜回的温文尔雅“歌言
志”的理解就很深入透彻，孔子老师的用意、师生的情意、
泗水的春意也就穿过纸面，荡漾于文外了。最后施以“同学
们情绪高昂，有满腔的话语想表达，就让我们拿起多情的笔
来倾吐我们心中想要说的内容吧！”

“沙沙”的练笔声似汩汩清泉在流淌，更似浓浓的情意
在“滴答”：



李昕原：琴声、歌声、欢笑声，声声入耳；春情、水情、师
生情，情情温馨。

韩梦：我觉得我们应该学颜回那样做一个不为自己表功的人。
那些有了一点点不足为奇的成绩就四处张扬的人，是干不成
什么大事的！

叶楚月：课题“孔子游春”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孔子带着弟子
们出去游玩，而当我们仔细阅读课文时就感觉到孔子十分会
教学，他不仅教弟子们求真知，而且教弟子们做真人。他以
水为喻，让弟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寓教于乐，真不愧是
个大教育家。

反思：现在有不少阅读课都上成了“文化民俗课”、“地理
常识课”、“戏剧表演课”、“风光旅游课”……语文课该
还他的本真本位了。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一、确定此项原则的依据

（一）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媒体、策略的控制作用

（二）教学内容、媒体、策略对实现教学目标的意义

教学内容的确立、教学媒体的选用、教学策略的制定，是为
达到教学目标而服务的。脱离这些教学要素， 教学目标就无
以达成，而离开教学目标去追求教学内容的精、教学媒体的
新、教学方法的活，不仅无益于提高 教学质量，而且浪费时
间。只有妥善处理好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策略诸要素
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教学目 标得以实现。

（三）教学目标、内容、媒体、策略与教学过程的关系



教学过程是选用媒体、采用策略、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
目标的进程，只有教学目标的导向正确、教学 内容精要、所
选媒体有利于信息传递、教学策略合乎学生的认识规律才能
使教学过程得以有效推进。语文教学 设计，在整体上要重视
结构，在层次上要着眼于要素，在策略上要发挥系统的功能。
从整体出发，研究教学系 统内部的结构、层次，求得最佳组
合，目的在于教学过程得以优化。

二、贯彻此项原则的措施

（一）教学目标科学化

从我国教育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一总
目标出发，根据语文学科的特色，结合语文教 学大纲的要求，
中学语文学科教育目标体系可以由中学语文德育目标要素、
智育目标要素、美育目标要素组成 。

在语文学科教育目标体系中，智育的目标要素应该放在主要
位置上并处处落到实处。语文智育目标包括知 识教养目标，
智力开发目标，能力培养目标。语文德育目标包括政治思想、
道德情操及个性心理品质等方面的 要求。语文美育也是语文
教育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审美知识和审美能力两部分。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语文课文教学反思。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六

《智取生辰纲》是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篇文章。
文章故事情节吸引学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我在教学中紧
扣文题中“智取”二字，引导学生探究，谁“智取”？怎
么“智取”？设计教学环节。



在导入新课环节中，我巧用《水浒》中人物进行自我介绍，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本课的学习兴趣，而且较为自然的从吴
用的'善用计谋过渡到《智取生辰纲》的感知教学环节。

针对文本篇幅长、切入点难定，文白间杂、相互转化困难的
特点，采用师生互动交流的方式，和学生一起理清杨志失陷
生辰纲前面的情节，进而把教学的重点直指吴用等人如
何“智取”上。这样既能整体感知故事情节，又给学生提供
了积极参与、主动探索的空间。

在分析吴用等人如何施计智取生辰纲时，能紧扣“智用天
时”、“智用地利”、“智用人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共同探究“智取”的故事情节，指导学生理清“下药”的整
个过程，感受吴用等人的智慧和谋略，通过杨志语言、心理、
动作描写的分析，让学生体会到传神的细节描写，品析杨志
的性格特征。

整堂课上下来，总体感觉思路是清晰的，重点是突出的，最
终达到了教学目标的落实。只要对课堂教学采用恰当的教学
方式，进行师生交流活动，本文难点也是可以突破的。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七

案例：

指导平原这一段

师：“你能说说，我们的家乡在哪儿吗？”

生：陈家堡

生：三石桥

……



（学生的回答范围过于狭小，只说了个小地名。）

师：我们的家乡跟课文中平平的家乡一样，也在平原。除了
书上写到的这些平原的特点，如：

金黄的稻子，雪白的棉花等。我们这儿还有什么？

生：春天有桃花。

生：春天有竹笋。

生：夏天有荷花、西瓜……

反思：

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八

这是一堂立时40分钟的音乐课，以爱和奉献为线索。现总结
教后反思如下：

一开课，通过社会各界团结克服困难的情景介绍，在学生的
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引入话题，学生便自然而然地渐入课
堂情境；接着，让同学自己表述身边的平凡之爱让学生找一
找，认一认，说一说，这些活动的展开让孩子们真正的参与
到学习过程中来。在设计歌词这一环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性，让学生在积极活动中体验爱的力量和成功的快乐。

让学的过程真正成为自己想办法的过程。教学中，学生共同
参与演唱形式的选择活动能够激起学生主动地琢磨和表现好
歌曲。学生通过探究想办法，把直接看不见的过程和条件揭
示出来，从而获得了知识，增强了创新意识。让学生在探究
中发现。学生探索的过程不同于科学家"探索未知"的过程，



对成年人来说是"已知"的东西，在学生看来往往是"创新"的
成果，他们会觉得十分惊奇，很了不起，这种惊奇是促使他
们加速进行研究的一种刺激。例如叙述身边小事，创作歌词
孩子们终于得出了“身边有爱，自己也能爱，只有世界充满
爱，明天才会更加美好”的结论。有利于培养其创新意识。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九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可以指导出什么样
的课堂。但是，再好的理论不付诸实践，可能会成为空谈。
本周是我们的三同课时间，我也是主讲人，所以就这节课我
的收获给大家探讨一下。

这节课的设计重在培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树、草
等植物对山体及环境的保护作用，树立环保意识。倡导主动、
合作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在课文教学活动中，
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的一些词语，如：受不了、绿长袍等。
创设情景，让学生走人课文，去体会山爷爷的感受，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在指导朗读方面，通过多种形式读，如：指名
读、分组读、比赛读等方式，训练了学生的朗读能力。课堂
上我还让学生自己贴一贴，画一画。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积
极性非常高，能主动学习，主动参与。在进行环保教育的环
节上我采用了视频教学，一段砍树给生活上造成的危害的视
频，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到树的重要性，从而让学生保护树
木，保护环境。再结合实际让学生说说怎样保护校园环境，
学生都说得比较好，有的同学还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不足之处，在引导学生理解受不了这个词的时候，没结合图
画或者生活实际去想，因此，在朗读时学生读不出难受的语
气。还有在最后拓展方面，课堂上让学生说的`太少了。王校
长还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就是山爷爷开始被大雨淋、烈日
烤的时候，山爷爷会说些什么？绿化后山爷爷又会说些什么？
这两个话题是值得说的地方，课堂上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练习。
以后要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多进行说话练习，多提出一些可



说的话题让学生来说，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文
能力。

通过这节课，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艺术方面我要多下功夫，
在语言简练方面我要多加锤炼。争取达到真正的高效课堂。

语文课文教学反思篇十

《我不能失信》是人教版小学三年级第二单元的一篇略读课
文，故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语言浅显易懂。我主要是鼓
励学生运用默读、朗读、分角色朗读等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
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对话和动作来领会庆龄守信用的可贵品
质，从而使孩子受到熏陶感染，使他们在做人做事上得到启
示，并让学生进行表演，从学生的表演中，引导学生思考：
宋庆龄想不想去伯伯家？她为什么停住了脚步？她父母是怎
么劝说的？她又是怎么说的？然后再针对“庆龄这样做对不
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辩论，又给学生创设情境：“如果你
是宋庆龄，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
有遇到过类似的事？你是怎么处理的？读了本文后有何感
想？”学生在思维火花不断的碰撞中感悟体会诚实守信的可
贵之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我有两点思考：

一是思想品德教育应该始终贯穿于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