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
与改进(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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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初三语文教学与初一、初二有明显不同，所有的指向那就是
一切为了中考，为了中考的一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
生应对及操作中考试题的策略和方法更为重要。

学生到了初三，相应的知识点也到了一个可以归纳总结的时
候，很多的阅读文题目其实也都是在以各种形式在考知识点，
可是我们的初三学生，诸如连人物描写的几种角度（语言描
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诸如修辞手法的几
种形式（比喻、排比、拟人）都还是模糊一片。虽然我临时
突击，以结构图的形式把知识点给予明确的概括，在阅读文
章中予以强化，可是张冠李戴的现象依然是相当多的。

单靠初三的复习突击，效果是肯定不好的。如果能在平时年
级的教学过程中，就把知识点的梳理系统化，渗透进日常的
教学，学生对知识点的了解有了至少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们对知识点就有了一个消化到内化到运用的过程。考试中
类似的题目对他们来讲，就不会再具有如此的难度。

基础知识的学习可以很简单，老师报答案，学生记答案，但
是长期下来，学生不但养成了惰性，而且对听来的答案他们
也难以真正掌握。如果，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过程
中，就让学生养成勤查工具书的习惯，养成借助学习资料自
己找答案的习惯，他们的自学能力会有更多的提高，他们的



知识面和字词的积累以及语感反应都会有更乐观的表现，碰
到这样的选词填空的题目，也会更有信心。

很多时候，学生在碰到类似的阅读问题的时候，信手写来，
凭着感觉走是最常见的答题方法。其实，阅读文章的答题也
是有技巧有规律的。文章中关键句子的把握，答题时关键词
句的出现，常常就可以让阅读问题的回答变得又快又准确。

多的得分点。这样看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一定要搞阅读
文的题海战术。但是，做一篇文章，却应有做一篇文章的效
果。要让学生在做题目的时候，了解出题者的出题意图，熟
悉并掌握一些经常出现的题型的答题技巧与规律，并能在阅
读文训练中发复运用。

查阅中考试题汇编，发现中考文言文试题中解释加点字意义
的出题范围内容基本上全是从学生课文下面的注释中来的，
另外翻译句子的评卷方针是意译不给分，直译时关键的一个
字漏译也会被砍去一半分。这种严格到残酷的评卷方式使我
们的文言文教学变得相当严肃。总结以往的失败教训，九年
级的文言文教学更应偏重于授课的细致，细到每一个字的意
义都不能马虎。所以讲课时绝不能只串大意而不通词素，必
须引导学生养成一字一字的翻译习惯。另外，要求学生课文
下面的注释除专有名词外一率得会背，包括个别较难句子的
整句翻译也要张口就能背出来。背诵的实惠不仅能应对课内
文言文的试题，课外文言文也全仰仗学生对课内文言文字词
的理解记忆。学生一课一课背，教师一课一课落实，然后再
让学生见识课外文言文，引导学生把课内字词意思迁移到课
外。这样就会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九年级语文教学才总结为以上几点，尽管疏漏处很多，但仍
愿与您共享，并希冀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这周我们仍继续备战期中考试，同样很忙碌。从这周的语文
课来看，学生的学习状态有所改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老
师的信心也随之增强。有时候真的觉得，学生的'良好表现良
好状态就是老师工作的全部动力。在同步联系中有一篇感恩
老师的阅读题，我认为很好，不仅对学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对我们老师来说也有一定的启发。文中的班主任面对有巨大
网瘾且屡教不改的学生，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注重教育策略，
先让他强制退学，让学生亲身感受不上学在家务农的艰难，
激发他求学的欲望，然后偷偷地帮助他，采用激将法激起学
生痛改前非、发愤苦读的斗志，最后这位学生在对老师的误
解中发奋读书，考上了省重点大学。此时，他父亲才告诉他
班主任在背后为他所做的努力，而这位学生在明白真相后留
下了后悔自责的眼泪。我在讲这篇文章时，学生都沉默了，
无需多言，学生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也是语文课的魅力所
在，不单纯学点知识，更让我们学会做人，学会感恩。

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开学一月多了，为了更好地开展以后的教学工作，从考试中
吸取经验教训，现对上学期语文教学工作作一全面反思。

我担任的是九年级二班的语文课，我的主导思想是提高学生
的成绩，让学生真正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由被动变主动，
由让我学到我要学。因此我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抓学生
的思想，二是抓学习。一学期下来有许多收获，也有许多不
如意之处：

在思想上主要结合课本中现有材料，如：孟子二章中的《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一系列古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
学生明白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对知识的追求都是孜



孜不倦的，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成长也是需要锻
造、需要磨练的；也让学生明白了知识大到对国家，小到对
个人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认知能力。

在学习上主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基础教学）并提高应试
技巧。广泛的阅读能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因此，“积累”
成为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关键点。如何快速积累？我是这样
做的：

1、背诵:课内外要求背诵的课文和古诗词全不放过，达到全
员会背诵、全员会默写。2、注重课堂教学:全面提高45分钟
效率。大胆尝试探究性学习的方法、愉快学习方法、古典学
习方法。力求让学生喜欢自己的课，激活学生思维。3、提高
学生应试能力是关键:在讲解中有针对性，并总结历年中考课
外阅读的考点规律，让学生经常接触中考题型，使学生心中
有数。

通过以上方法，全方位对学生进行语文素养、语文能力的熏
陶和强化，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高，为中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些工作在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都不够特别满意，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最困惑
的就是学生不能吃苦，做事没有常性，没有目标，连短期目
标都没有，所以实施起来就特别困难，不知如何去做。

1、背诵力度不够，不严，至使一些同学有懒惰思想，检查不
到位，使一些同学无紧迫感得过且过。

2、阅读教学中有时为了赶课，存在开快车的现象，使一些重
要的知识点无重点训练，同学记忆不深，运用不好，另外，
未重视生字词等基础知识的训练。

3、作文中对中、差生指导不到位，议论文训练太少。

4、课外阅读面太窄。



5、学生基础差，大部分学生不愿学，班级学习氛围不浓，纪
律也不严。

1、继续加强古诗文言文的背诵检查力度，分小组任命小组长，
课间检查，自习检查，加强晨读力度，每天明确背诵的任务，
加大默写检查力度，每周活动课型式进行古诗文背诵。

2、作文教学中，加大议论作文训练力度。多上一些诸如审题
选材，立意方面的知识讲座，加强语言表达能力、日记、摘
抄活动，一是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二是提高作文的技巧。

3、分类推进：优生促进、中等生优化、差生转化。

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文言文已经复习了一个多月了，但通过最近的习题讲练来看，
学生复习的效果并不乐观，特别是对课外文章的阅读，学生
做题时仍旧没有信心，一做题就害怕，愁着读，带有这种情
绪做题效果肯定不好。面对这些，作为他们的语文老师，我
感觉很失败。细想想这一个多月的文言文复习，从开始的课
本知识复习，（复习一篇配上一套练习）到知识点的梳理，
再到课内外习题对比训练，自我感觉这种安排还可以，但现
在看来效果并不乐观。好在还有一个月中考，我还有时间来
补救，或许常见诗词虚词用法的系统整理效果更好。慢慢改
进，争取让学生们的水平能提高一步。

在小组合作学习的`陪伴下，九年级一轮模拟考试结束了，成
绩也出来了，看完成绩有喜有忧。

喜：学生语文成绩呈现橄榄球式，中间学生成绩有了大幅度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直很高，班级学习氛围进一步浓
厚。

忧：特优数有所下降。这主要源自课堂上对优等生的关注比



以前少了许多。

对策：

1.继续深入推进小组合作学习，在推进中兼顾优等生的加餐，
多加关注。

2.在学生中搞一次小组合作学习的调研，了解好与差。

3.在评价中，小组之间尝试分层次评价，各小组1、2
号，3、4号，5、6号相评价。

九年级上学期语文故乡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岁岁年年题相似，年年岁岁卷不同。若想今年登金科，仍
需埋头把卷析。”做为一名教师不分析试卷是不行的，不能
把试卷分析透是万万不行的。对学生来说，考卷是对他们综
合能力的考查；对教师来说，它将成为他们开展下一学期教
学的重要依据之一。

进入初三第二学期以来的段考已经结束，现在针对这次考试
成绩作分析如下：

试卷分析：本次试题是黄龙初中语文教研组命题的。包括四
个大题：基础知识，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及作文。从试
题的难易程度来看，这次考试比较接近中考考试试题，基本
上是按照中考试题的模式来安排试卷题量和题目构成，难度
适中。整套试卷注重考查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特别注重
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次的语文试卷体现了教
学大纲和新课改的要求，有利于学生考出真实而满意的成绩，
更给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了指针，也给我们敲响了中考的警
钟。



学生成绩分析：本次考试就本班而言，具体情况是：120分以
上，1人，110—119分人，15人，100-105分，12人。90-99分，
7人，未及格人数，6人，本班平均分107分。从总体情况上来
看，相较于上一次月考，有所提高，但高分的很少，很多学
生在很多题目上面丢分比较严重。现在我结合本次考试试题
来具体分析一下：

名句名篇默写，如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的“凌”
字，很多同学都把它写成“光临”的“临”。白居易的《钱
塘湖春行》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欲”字，很多同学写成
“出入”的“入”字，再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的“炬”很多同学写成烛光的“烛”，等等，说明很
多同学再背书的时候没有注意每个字的写法，平时很少留心。
2题中多了对世界名著的考查。例：《水浒》的相关情节，学
生做这部分的题，真有点中考味道，这部分真和去年中考题
型相若。回想，我在教学时对这些考点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
的，在我多次准备的月考试题中全都出过，容易错的字也强
调多次。但从评卷的结果来看，学生考的分值，也不尽人意，
不该错的都错了。

现代文阅读，这次考试依然有文体之分，尽管没有明确标识
出议论文《追求与舍弃》、记叙文（《汽笛。布鞋。红腰
带》），但一看选文，以不言而喻了。细看，现代文阅读中
纵横交错的考点，也能看出一种趋势，完全弱化了对文体知
识的考查，像以前只填举例子、比喻、承上启下等等的能得
分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文阅读更加注重文章
的整体感知、理解和领悟能力的考查。对文体知识不是不考
了，而是对它的考查更强调了文体知识对理解文章的作用，
如第5题（拟标题）、6题（语段调换）、7题（论证方法）。
等等换句话说，这部分要求学生要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
并且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文章，能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
文章的理解、感悟，不能在拘于文体知识答题。

重点语句的`理解（第11题）“文中多次提到汽笛，结合9-10



段，谈谈你对试题的含义的理解标题含义的理解？它考查的
是学生筛选并提取重要信息的能力，赏析文章的主要人物
（12提），一方面与材料结合得十分紧密，一方面又给学生
留有较大的余地通过对阅读题的分析，再从评卷的结果来看，
筛选信息、重点语句的理解、赏析文章人物等考点失分学生
也笔笔皆是。开放性试题反映的问题更多。开放性试题虽然
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材料的理解之
上的，提供的答案应当符合原文和题目的要求，而有的学生
答题平原跑马，离题千里。总之，对以上知识点的教学一定
甚之，细之。

考查的是课内篇目《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比较阅读。
学生对它不是很陌生。我平时对此抽查较勤，该部分主要设
置了六道题：文学常识、字词解释、解释句子、内容理解，
主旨把握。题型没有变化，这是本套试卷中最为稳定的部分，
学生失分应该不会很多。但从评卷结果来看，字词解释、内
容理解、主旨把握等考点仍有失分情况。作为教师，对这部
分的教学更应细化了，一定要学生“读读背背，了解大意”。

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
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
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
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
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

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
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
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

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从这次考试情况看，作文选材单一、立意肤浅、表达模式化，
缺乏积累，尤其是缺乏思想认识的积累，文章写得极其单薄，
叙述则平平淡淡，议论则缺少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缺少



认真细致的观察和深入本质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总的一句
话，作文时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朝一些就能够提高的。
今后加强有针对性的作文指导，力争使每个学生至少得到一
次面批面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