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 教师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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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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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篇一

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的教学中，我用课文中生动
鲜明的文字激活学生的思维，以真挚热烈的情感点化学生的
认知，用凝练明白的语言愉悦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潜能。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华不
振”。课堂上，我就是抓住这个切入点组织教学的。“中华
不振”成了我解构、重组、整合本文的一条主线。

课文第8自然段是体现“中华不振”的特写镜头，是激发学生
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的要点，是语言文字训练的关键点。
因此，我把这一段作为我教学中的一个突破口，引导学生采
用多种方式研读此段，让学生的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层层
推进的情感。课堂上我指数名学生读此语段，然后不失时机
地加以追问：读着读着，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
么?这个妇女的亲人可能是她的什么人?三个“可能是”的排
比句的引导，学生打开思维的匣子，说得十分动情，学生的
愤怒之火已被点燃，朗读一次比一次好，情感一次比一次强。

课堂上，学生的愤怒之火已被点燃。为了把学生这种情感引
向另一个高度，我出示补充材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火烧圆明园》让孩子直面历史，让孩子心海难平，让孩子
心有所向，让孩子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意识，萌发报国之情。



课堂上，我真切地感受到学生的心灵已受到强烈的震憾，与
少年周恩来的心灵产生了共鸣。接着我创设情境多次让学生
激情朗读周恩来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此时此刻，
我仿佛觉得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个个的少年周恩来，学生已真
正把自己融入到文本之中了。直至课的尾声，让学生思考并
进行小练笔：我又是为什么而读书?孩子们都能畅所欲言，纷
纷诉说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说得十分精彩。

结束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课的教学，我静下心来，
不断反思，总体来说，这次教学能站在新课程观的高度，本
着为学生生命奠基的目的，围绕“爱国——立志”这一主题，
让学生在文本及与文本有关的多个材料中浸润、沉潜，引领
学生走进语文的殿堂，走进思想的乐园，走进智慧的王
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语文课堂。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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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篇二

这一堂课是一堂清晰实在，扎实系统，动静结合的英语课。
黄亚红老师在本课的教学设计和组织上注重了以下几个方面。

良好的开头对一堂课的成功与否，起着关键的作用。本堂课
一开始，黄亚红老师就用多媒体图片导入新课，图文并茂，
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最短的时间里被激活，而且使学生学会了
怎样制作“bananamilkshake”。

黄亚红老师的教学方法灵活，新单词呈现形式多样。应该说
整堂课中，黄亚红老师在引入新词时，都是比较新颖而又自
然，而且具有生活化的。黄亚红老师还注意利用实物，图片，
卡片，身体语言，表情动作等作为教学资源，创设讲解，操



练和运用英语的情景。黄亚红老师能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关注教学过程，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
实的去感受知识，体验知识，积极参与，努力实践，在活动
中学会用语言表达交流，较好的体现了从不懂到懂，从不会
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本堂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
生通过听力练习，获取新的语言知识，并通过讨论如何做水
果沙拉将所学语言应用到对话中。在讨论如何做水果沙拉时，
黄亚红老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同学的意见，
最终得到一份菜谱。设计这样的任务能让学生结合真实的生
活体验，这样语言运用才能真实自如，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同时，这个任务需要学生充分合作，通过小组讨论、
建议和黄亚红老师的评价来给出最终的菜谱，充分体现
了“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此外，在小组
讨论时学生需要用全英文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逐步制订菜谱，
这样可帮助学生练习之前所学的句型和词汇，巩固本课的教
学重点，最大限度地突破难点。

训练方式多样，有全班活动，师生互动，小组活动，双人活
动，个人活动等，在活动中突破难点，在活动中发展能力。
单词、句型的操练面广，练习次数多，而且还调动了每一个
学生的参与热情。将热闹的形式与有效的语言实践有机结合。
本课最为精彩的是黄亚红老师运用实物进行制
作“bananamilkshake”的演练，把英语课堂带进生活，学生
兴趣高昂，学生当堂就能品尝到美味可口的香蕉奶昔。在英
语课中，活动的设计和开展还应该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知识，
发展语言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英语
课堂的活动应该以语言运用为落脚点，本堂课上，于老师很
好的贯彻了：在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原
则。同时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黄亚红老师为主导的新课程
理念。

教学的几点建议

1、在教学中，巩固练习的处理顺序在教学过程的安排有待商



榷。

2、可在巩固练习中加入重点单词和短语的练习。

3、可适当扩展知识，比如turnup/down等。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篇三

1、“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为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让学生充满兴趣地学习。联系实际，用谈话谈到志向，引入
新课。

2、老师作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要再进一步开发课
程资源，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

3、从教学实际出发，将课件作为学生与文本交流、师生情感
交流、协作的工具，创设学习环境的工具。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感，为学习语文奠定情感基础。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
兴趣。读写结合，力争将语言文字的训练落到实处，锻炼学
生的想象力、表达力，提高习作水平。

4、在语文课堂教学时，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和习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课堂
机智，应变能力。

总之，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将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努力改正，对于本节课一些较为好的教学方法和经验，
我也会继续沿用，并继续多在教材的钻研和课堂的调控方面
多下功夫，不断地实践、反思，努力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
平。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篇四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写的是伟人周恩来少年时
代的一件事，他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里受洋人欺灵
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
的含义，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表现了周恩来的博
大胸襟和远大志向。

本节课我主要是让学生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意识，在行动中
去努力落实，就是这节课教学必不可少的目标。为激发学生
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我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解读“中华不振”让孩子们心海难平。

感悟“中华不振”

师：请同学们仔细读课文，一边读一边体会，你是从哪些地
方读出“中华不振”的，用笔划一划，一会儿，挑你感受特
别深的地方读给大家听。

交流读“中华不振”的感受

指名汇报朗读。说说“为什么看出中华不振?”。

可能感悟到的几个方面：

——从伯父的话语中看出“中华不振”。

——从周恩来一连串问题中看出“中华不振”。

——从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租界里却看不见一个中国老百
姓的影子中看出“中华不振”。

——从妇女的哭诉声里看出“中华不振”。



——从洋人趾高气扬、得意扬扬的神情中看出“中华不振”。

——从中国巡警狗仗人势、耀武扬威的丑恶嘴脸中看出“中
华不振”。

——从围观的中国人紧握着的拳头中看出“中华不振”。

——从课堂里魏校长慷慨激昂的情绪中看出“中华不振”。

……

二是研读周恩来让孩子们心有所向；

师：从租界回来以后，周恩来常常一个人在沉思，他在想些
什么呢……（相机引导学生结合修身课上周恩来和其他同学
不同的表现说）。

学生自由表达。

师：这一次去了租界以后，周恩来——

——忘不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却给不了一个中国妇女以
起码的公道。

——他忘不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却让洋人在一个中国妇
女面前专横跋扈。

——他更忘不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群中国人面对一个洋人，竟不敢给自己的同胞声张正义。

他决心拯救这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立志……读----“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

师：这可是周恩来一生信守的诺言啊！男同学读――



师：这更是周恩来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啊！女同学读――-

师：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三是直面现状让孩子们在与现实的对话中萌发初步的报国之
情。孩子们谈的志向和理想可能是粗浅的不确定的，但根植
在幼小心灵中的民族情感却是长久的，甚至于能伴其一生。
从大而言之，对改变经济上与发达国家悬殊，政治上受到一
些国家影响，军事上受到日本等国家威胁的现状是意义深远
的。

四是结合现在中国大陆与x，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领土问题，
这些时事政闻，唤起孩子内心的正义感，增强学生民族意识，
调动起学生心中的为祖国而努力读书的远x想。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教学反思篇五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写的是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一件
事，他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在外国租界里受洋人欺灵却无处说
理的事情，从中深刻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
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表现了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
远大志向。

根据本课学习目标，我把学生的自主探究与教师的适时引导
有机结合，把知识点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使教学
过程零而不散，教学活动多而不乱，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学习知识，拓宽视野。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语文的学习过程是学生自主、自求、自悟、自得的过程，这
个过程就是学生主动学的过程，课堂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是指
导学生学，这样学生才会学，那么课堂上教师就应少讲。按
照叶圣陶先生的说法，是讲学生读不懂的或体会不深的地方，
即指点路径，引导课外延伸扩展。正所谓“课内打基础，课
外求发展”，所以像本课这类传统题材的课文由于叙述故文



内容远离现代儿童的生活时代，就需要我们花时间给学生提
供相关资料，用简短的文字延伸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让学生
从中了解周恩来少年立志的原因，领悟树立为国家繁荣和民
族振兴而刻苦学习的远x想。因此，我想到了《新课标》中提
到的多读书、读好书的必要性。

拓展本文，直面历史与现状，引导学生立报国之志，若仅限对
“中华不振”的理解，仅限对周恩来少年立志而钦佩，那本
文的教学目的尚未达到，让学生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意识，
在行动中努力落实，才真正达到目标。所以让学生将课文内
容与现实结合起来，并通过谈读书的目的，激发学生报国之
情，在幼小的心灵中根植民族情感。

四年级学生在学习语文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独立识字

的能力，在学习方法上也有了一定的积淀，他们能够自主、
合作、探究地进行语文学习。结合学生的阅读心理，加强语
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使课
内外语文学习紧密联系，才能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所以在
本节课中设计的讨论和议一议就达到了此目的。

语文教学必须与生活相联系，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
是相等的，只有注重语文综合性学习才有利于学生在自主活
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有助于语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在我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的第二课时时，首
先，我提出问题，周恩来童年时期立下了一个什么志愿?我再
用大屏幕向学生展示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生在学习理
解课文时就比较容易多少了。

根据第二课时的教学目标，我把学生自主探究与教师的适时
引导有机的结合，把知识点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



在教学过程中零而不散，课堂教学活动多而不乱，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拓宽视野。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这篇课文内容比较散，但细读之后，我发现全文有一个支点，
那就是“中华不振”。我就抓住这个核心线层层教学，让每
一个文字因为“中华不振”而立在学生眼前，活在学生心中，
让学生在品读课文中表现“中华不振”的语句词，从而体会
到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激发学
生的爱国之情。

但文中表现“中华不振”的语句很多，在课堂上既要落实一
些词语，又要读通全文，还要体会“中华不振”，可时间是
不够的。经过分析，我发现对学生来说最为直观的语段就是
第九自然段，于是我就抓住这个典型事件进行教学，让学生
去品读“中华不振。让学生读中悟，悟中读，让学生想像当
时的画面，让学生换位思考，变换角色，从而更深切地感受
周恩来读书目的的可贵。

本节课的重点是理解课文内容，难点从句段中领悟“中华不
振”的含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因此，我把
第九自然段作为我教学中的一个重点段，引导学生采用多种
方式研读此段，让学生的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情感。课堂上
我让学生读，边读边思考：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在场的都有哪
些人?他们分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边读边把相关的句子
划下来。选择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先小组交流。然后全班
流，教师不失时机地追问：为什么中国妇女的遭遇会给你留
下深刻的印象?洋人把中国妇女的亲人轧死了还得意扬扬?此
时此刻，他可能在想什么?同学们，如果现在你就是围观的中
国人中的一员，你会怎样想怎么做?这时学生思维被打开，个
个说得十分动情，有的学生愤怒之火已被燃起。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对于“中华不振”的理解，还要引导学
生立报国之志。学生对周恩来少年立志而感到钦佩，从而让
学生知到自已读书是为了什么?从心底深处唤起学生的民族意



识，才真正达到目标。所以结合实际，注重情感更加深化，
把课文内容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谈读书的目的，激发学生
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