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信客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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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信客教学反思篇一

一位老师告诉我，每一节课后都问问自己，学生从这节课学
到了什么？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
无法面对良心的拷问。《信客》之后，我不得不问自己对学
生的给予，结果汗颜不已，因为我无法给出一个令自己满意
的说法。也许除了语言的熏陶、形象的积累之外，那节课我
给予学生的真的寥寥！

于是我为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信客》的赛课令我学到了
什么？概括说来只消两个字：震惊！为了一节比赛课，我会
查那么多资料，进行那么多的尝试，不妨回头看看日常的语
文教学，不外乎就是看看文章，读读参考，想想技巧，之后
便欣然登场了……有多少节课留下过遗憾我已经说不清了，
现在想来除了震惊也只有震惊了！

信客教学反思篇二

《信客》是一篇情感色彩、人文色彩很强的散文。余秋雨先
生写的《信客》，实为文化苦旅中的“信客”，是诚信、宽
容文化在不诚信、不宽容文化中的一次苦旅。文中的“信
客”肩负的是诚信和宽容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的提升和
生存之路却是那样的艰难。余秋雨在《信客》中写出了老信
客和年轻信客同样的悲剧：老信客和年轻信客都被迫远离信
客这一职业，一个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失信，导致整个社
会对他一生诚信的彻底否定，老信客痛楚无奈地从浸满诚信



文化因子的这一职业中悄然退出；而另一个则是因为太诚信
而被捕进班房，认识到诚信“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撑
持不了”而决然退出。()他们殊途同归的根源都在于：整个
不诚信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以他们为代表的诚信文化进行诋毁
和嘲弄，甚至是迫害（信客因诚信被打耳光、进班房）。教
师要想引领学生深刻感悟到信客的人格精神，深入思考人生，
必须以信客的形象为着眼点，引领学生与文本、人物和自我
对话，以课文蕴涵的情感唤起学生的情感，提升学生的人文
素养。本课教学的内容我设计了四个问题：（1）作者在写信
客之前，为什么先写一个老信客？（3）作者重点写了信客什
么事迹？为什么重点写？（3）信客为什么留下遗愿，死后要
与老信客葬在一起？（4）怎样理解信客特殊的品格和素质？
让学生按信客---新、老信客---信客这一顺序逐一探讨，体
会作者为信客立传的用意以及联系现实生活的意义。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积极讨论，踊跃发言。在展示学习成果
时小组成员都争相上台，让课堂真正交给学生，在老师的主
导下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在品味和揣摩语言的环节，难
度虽大些，但学生亦能用“我喜欢------，因为-------”的
句式积极发言，虽赏析水平不高，但也能说出一些独到的见
解，积累了自己喜欢的句子词语，既培养了语感，又增强了
语言积累。

本课教学的不足是在字词教学时学生展示花的时间过多，导
致学生在探究信客这个人物形象时仓促完成，赏析语言时流
于形式，没有真正让学生深刻感悟到余秋雨散文语言的魅力。
今后还应在语文教学中多下功夫，把语文课上成实实在在的
语言文字课。

信客教学反思篇三

一位老师告诉我，每一节课后都问问自己，学生从这节课学
到了什么?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无
法面对良心的拷问。《信客》之后，我不得不问自己对学生



的给予，结果汗颜不已，因为我无法给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
说法。也许除了语言的熏陶、形象的积累之外，那节课我给
予学生的真的寥寥!

于是我为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信客》的赛课令我学到了
什么?概括说来只消两个字：震惊!为了一节比赛课，我会查
那么多资料，进行那么多的尝试，不妨回头看看日常的语文
教学，不外乎就是看看文章，读读参考，想想技巧，之后便
欣然登场了……有多少节课留下过遗憾我已经说不清了，现
在想来除了震惊也只有震惊了!

课堂评价语应该充满诗意。本案例中，课堂评价语单
一，“很好”“太好”重复出现，使得课堂缺乏诗意。作者
是用诗意典雅的语言来构筑质朴风雅的人生，如果教师的课
堂评价语也充满诗意，那么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诗意的人生，
引导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这也正是语文人文性和审美性的
具体体现。

信客教学反思篇四

生共鸣的重要性。一堂课应该是由师与生共同组成的，它不
仅属于老师，也不仅属于学生。属于老师变成了一言堂，属
于学生变成了菜市场。师生之间的关系应是和谐的，心灵共
通的，能产生共鸣效应的。这种共鸣效应一方面源于教师课
堂上良好的提问与引导和学生的回答，但更重要的是师生间
长期的交流与沟通。莫说沟通对于班主任是十分重要的，对
于任课老师也同样重要。对于自己所任课的学生没有了解，
没有信任，就没有师生的长期的合作，课堂也就失去了活力。
常言道：“听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听”，才
会“信”，才会学好。而这个“听”，源于心灵上的“听”，
而非耳朵之“听”。这种境界需要的是一种融合。不幸的是，
这方面，在这节课上表现得并不太好，课堂虽显热闹但深层
次的沟通不足。希望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会越变越好。



信客教学反思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代表我校
教师在这里进行作课交流。下面，我将本课的教学反思作一
汇报。

《信客》是余秋雨的一篇散文，文中把感性的生命与理性的
思考相融和，内涵丰富，感情真挚。那么，哪些角度易于学
生领悟文中的真情呢？教学的焦点马上集中在教师这堂课上要
“教什么”这个核心问题上来。

第一个问题重点在于体会做信客的艰难困苦。第二个问题重
点在于体会一个拥有人性光辉的普通人，在恶劣的环境下是
靠什么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但是，细细品味，觉得还缺
点什么。那就是缺少能够叩击学生心灵，促使每个人深刻反
省的一记重锤。于是，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

概括言之，按照初识信客——走近信客——品读信客——回
望信客的顺序，让学生认识到一个有立体感的平凡而伟大的
人物。在课堂教学中，我力争让学生感悟到：信客没有坚守
一生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和我们每个人相比，信客坚
持了几十年依然是伟大的、值得人们去敬仰的。他只是一个
普通人，一个平凡的人，他不是一个圣人。他已经在用自己
的行动荡涤我们每个读者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在
心灵的刻度上，我们距离信客到底有多远。

在教法的选择上，我主要采用情境创设、学案引领、自主合
作的教学方式。课堂上，给学生时间去品读，思考，合作。
不论是让学生感受信客的苦难，还是去概括信客的品质，亦
或是让学生写下一段感悟的话语，都力争为学生的主动发展
创设空间。这样，把阅读、思考、活动的时间留给学生，让
学生在自主学习、共同合作中得以发展，让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升。



对于学案的设计和使用上，我本着既要包括本课重难点的内
容，又要能切实引领学生逐步深入课文完成本课学习任务的
原则。设计了两部分：预习案和探究案。在预习案中主要让
学生了解作者和课文背景、扫清字词障碍以及整体感知课文。
预习案的学习为探究课学习进行铺垫。本堂课，是在此基础
上完成探究案学习。在探究案设计中除了重要探究点之外，
还针对问题给出相关提示，引领学生将探究点化难为易，以
便更好地完成本课的学习任务。

分析人物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学生对于文本的再现进行
概括、分析时，教师的适时点拨应再有效些。在回望信客这
个环节，让学生写一段话时，由于时间的关系，挖掘还欠缺
深刻。在学案的设计和使用上，由于还处在探索、实践阶段，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对本课所作的教学反思，不当之处，恳请专家老
师给予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