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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上完这节课，给我留下深深的思考。

1、阅读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而是读者（教师、学生）
与文本以及作者进行反复地，深层次地“对话”，在这“对
话”的过程中，体验和领悟、探究与发现，把握与发展文本
的内核之所在。如“李大钊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学生在
第一课时初读后留下的一个凸现课文主旨的问题，如何解决？
只有再次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文本进行再次的磨合，通
过“阅读--品析--议论--整理”的系列阅读活动，从中领悟
到李大钊是一个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人。这样文本中
的具体文字恢复了生命，从而使学生得到了生命化的教育。

2、引导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应该是平等、互动的。但教师还
应该抓住文本“热点”与“难点”，打造课堂的热源效应，
打通课堂的壁垒，将阅读活动立体化，将平等对话互动化，
将探究体验情感化。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文本是在心灵与心灵
的碰撞，撞出有火花便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熏陶，精神的
积淀。如“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信
心呢？”这个问题的引出教师应服从学生的需求创设情境，
调动兴趣，激活思维，体验情感。抓住本文重点，即人物语
言、神态的描写，引导品味分析，入情入境，抓住“坚决”、
“常”、“轻易”、“哪能”这些语言的关键词，抓住“不
慌不忙”、“惯有”、“严峻”这些人物神态的关键词，采用



“换词（句）法”点拨引导学生有的放矢地去与文本对话，
使阅读教学融“工具性与人文性”为一体。总之，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不仅仅是平等的、互动的，还应该抓住“关键”
的，化“热点”与“难点”为“焦点”，引导学生在具体的
语言文字中进行“焦点访谈”。

3、与文本对话需要教师、学生的情感投入，与文本对话除了
具有平等性，互动性，还应有情感性，因为语文学科的文本
是无处不充斥着情感的东西，“诗即思，言即情”，所以，
在引导学生认识李大钊这位伟大形象时，通过教师、学生与
文本有感情的平等对话，即教师范读，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等；
通过教师，学生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即教师的情感点拨，学
生的“情动辞发”等一系列阅读活动。如引导想象，谈谈感
想，谈谈心情的教学环节都较好地引发了读者（教师、学生）
与作者、编者产生了共鸣--对李大钊同志的缅怀、崇敬、仰
慕之情油然而生，达到了生本、师生、生生精神上的自由交
流。

总之，一节课下来，使我深刻地感受到：理想的阅读，应该
是课文--学生--教师--作者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平等互动关
系，且富有情感的，这就是阅读教学理当追求的境界。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上完这节课，给我留下深深的思考。

1、阅读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而是读者（教师、学生）
与文本以及作者进行反复地，深层次地“对话”，在这“对
话”的过程中，体验和领悟、探究与发现，把握与发展文本
的内核之所在。如“李大钊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学生在
第一课时初读后留下的一个凸现课文主旨的问题，如何解决？
只有再次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文本进行再次的磨合，通
过“阅读--品析--议论--整理”的系列阅读活动，从中领悟
到李大钊是一个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人。这样文本中



的具体文字恢复了生命，从而使学生得到了生命化的教育。

2、引导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应该是平等、互动的。但教师还
应该抓住文本“热点”与“难点”，打造课堂的热源效应，
打通课堂的壁垒，将阅读活动立体化，将平等对话互动化，
将探究体验情感化。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文本是在心灵与心灵
的碰撞，撞出有火花便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熏陶，精神的
积淀。如“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信
心呢？”这个问题的引出教师应服从学生的需求创设情境，
调动兴趣，激活思维，体验情感。抓住本文重点，即人物语
言、神态的描写，引导品味分析，入情入境，抓住“坚决”、
“常”、“轻易”、“哪能”这些语言的关键词，抓住“不
慌不忙”、“惯有”、“严峻”这些人物神态的关键词，采用
“换词（句）法”点拨引导学生有的放矢地去与文本对话，
使阅读教学融“工具性与人文性”为一体。总之，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不仅仅是平等的、互动的，还应该抓住“关键”
的，化“热点”与“难点”为“焦点”，引导学生在具体的
语言文字中进行“焦点访谈”。

3、与文本对话需要教师、学生的情感投入，与文本对话除了
具有平等性，互动性，还应有情感性，因为语文学科的文本
是无处不充斥着情感的东西，“诗即思，言即情”，所以，
在引导学生认识李大钊这位伟大形象时，通过教师、学生与
文本有感情的平等对话，即教师范读，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等；
通过教师，学生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即教师的情感点拨，学
生的“情动辞发”等一系列阅读活动。如引导想象，谈谈感
想，谈谈心情的教学环节都较好地引发了读者（教师、学生）
与作者、编者产生了共鸣--对李大钊同志的缅怀、崇敬、仰
慕之情油然而生，达到了生本、师生、生生精神上的自由交
流。

总之，一节课下来，使我深刻地感受到：理想的阅读，应该
是课文--学生--教师--作者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平等互动关
系，且富有情感的，这就是阅读教学理当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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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十六年前的回忆》这一课一共分三课时，第一课时的效果
令人满意，学生自读课文后，多数能够概括出课文的内容，
结合字典理解课文的生字词，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第二课
时主要结合李大钊言行的句子，深入体会李大钊同志的革命
精神，理解李大钊面对死亡从容不迫、无所畏惧的气概。在
小组进行讨论时，发言的只是极个别同学，还有的同学采取
等待的态度，等别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波逐流，没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课堂上出现冷场现象，老师还怕耽误时间，
完不成教学任务就越俎代庖，唱独角戏。这一课老师细致地
备了课，准备得非常充分，为什么学生发言不够积极，思维
狭窄，缺乏语言表达能力？可能是学生朗读得不够充分，没
有深入到语言文字当中去，没有推敲重点词句、精心研读吧？
也可能是老师没有想到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吧？我想应该
让学生首先大量阅读革命书籍，让足够的革命先烈的动人事
迹感化他们，再去开讲这一课也许效果会更好些吧？也许是
现在的学生生活得过于幸福，根本体验不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来之不易的，尽管结合了李大钊的被捕后的资料，凶恶的



敌人剥去了他的十个指甲仍然没有向敌人屈服，但是只有少
数同学面带愤恨，多数表情冷漠，没有激情。总体的感觉就
是学生对英雄的大无畏气概领悟得不够彻底，课堂上能够根
据重要句子发表意见的只有赵琳、刘彦平、商梦瑶、牛楠楠、
牛林杰几个同学，要不是他们几个起着引领作用，恐怕难以
完成任务。第三课时，找出课文的表达方法，小组内在讨论
时意见一致，能找出首尾呼应和对比描写的句子、段落，但
是为什么这样表达，多数同学还是说不清楚，原因就是在第
二课时，没有在读中感悟李大钊的高贵品质。只有通过老师
的讲解，解决了课文为什么要用首尾呼应和对比的表达方法。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一得一惑

今天学习《十六年前的回忆》一课，课文通过对李大钊被捕
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
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
学生通过读课文感受李大钊的高贵品质。我的教学设计主要
有两方面：

1、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课文，理解李大钊的高贵品质。

2、指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人物的高贵品质。

在实际教学中，第一个目标完成得较理想。（原本我还怕学
生因为对时代背景不熟悉，难以体会人物的品质）课堂上我
先和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和写作顺序，然后让他们用足够的
时间自读课文，找出能够表现出李大钊高贵品质的句子，说
说自己的体会。我给了学生大约十五分钟，他们大多数能准
确找出文章中能反映李大钊革命精神的句子，并谈出自己的
体会，最后统一整理出李大钊有沉着冷静、从容镇定、忠于
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精神。

反思：高年级的阅读课文，应该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给
他们方法，提出要求，让他们自己去完成阅读任务，这样可



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这课的学习来看是可以做到的。
老师只要抓住课文的主线，给学生明确的指引，引导学生去
找出课文的关键句子，并感悟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情感，学
生是能从中体会文章的思想的。

但第二个目标却进行得很不顺利。本文是悼念文章，朗读基
调应是悲痛的，语速要适中，语气要低沉些。而描写父亲神
态、语言的句子，要读得坚定有力。但是无论我怎么引导学
生，用范读，用讲解等方法，学生就是无法读出那种基调，
一遍两遍三遍……就是读得平平淡淡，象一锅没放盐的白粥，
怎样品都缺少味道。最后，只好带着这一遗憾下课。

反思：这课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展开朗读训练，按理说
应该顺理成章，可是为何学生总是读不出语气呢？我试过给
学生解释，试过范读，也试过叫学生个别读，个别读时有一
两个学生还是读得可以的，可是一到全班讲读，又让人听得
摇头了。课堂上如何指导学生朗读，读出感情？真想听听其
它老师的指点。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善于创设情境，以情境带动学生。导入部分的图配乐，为本
课的教学奠定了基调，使学生一下子进入到一种庄重、缅怀
先烈的氛围中来。

教学设计与课文有关的字词练习，是我这学期来的新做法。
比如多音字、近义词、反义词、根据词语意思写出词语、根
据字在词语的意思选出正确解释……方法多样，既让学生得
到考试方法的训练，又让他们很轻松地掌握了课文中的重点
词语。为进一步读懂课文做好铺垫。

在教学中，特别是放手让学生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发现很多，
体悟很多都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对于学生的每一次
发言，我都予以肯定，同时也不放任自流，把自己的感悟再



加进去，使之更合理更全面。

在本课的教学中，领会文章前后照应的写法这一环节做得最
让自己沮丧。学生不能领悟其好处，又接近下课了，未完成
教学，我把前后照应的好处和课文结合后直接告诉他们了。
但是，当学生不能体会时，教师的作用不就是点拨吗？有点
矛盾了。

教师主导地位与学生主体地位有机结合起来。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教学本课我从引导学生品析人物语言描写，体味人物神态的
描写入手，采用学导式教学法，重在一个“学”字，贵在一个
“导”字，以发展学生的自学和探索能力，全面发展学生智
力。全文教学分为初探性引读，深究性引读，内化性引读三
个阶段，安排自学、讨论、精讲、演练四个环节。如精讲环
节，我着重让学生体味李大钊说的两句话。

1、“小孩家知道什么！”

通过以上教学设计，学生体会到了李大钊同志忠于革命事情，
英勇无畏的精神，但是如果我能紧扣文章的中心词语“信
心”一词，展开教学，这样对于发展学生的发散思维会更有
帮助。

在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表现在：教师情感的投入在某些时机表
现得不够充分，对学生发言后的评价有时不够及时。阅读练
习的时间稍短了一些。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