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冬春季疫情防控方案(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我的好朋友教学反思篇一

课文细致的描写展现了人物深刻的内心世界，是学生学习的
范文。这篇课文讲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
阮恒，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
了同伴的生命，当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
的朋友”。课文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实描述，生
动地展现了他为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在一开课,通过配乐描述回顾课文，创设一个情景，让学生更
好投入到课堂，更快进入文本，本课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情感
教育的好教材，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受到情绪的感
染，引起感情上的共鸣。

本课着力于结合具体词句体会阮恒献血时的感情变化，但是
并不是把这些重点词句都拿出来给学生分析，而是让学生在
积极主动读句子，画词语，从个性化的读中感悟文中人物的
内心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
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的熏陶，获得思想的启迪，享受审美的
乐趣。我抓住一个例句，让学生默读，自主感悟句子，接下
来通过朗读把个人的体会读出来，通过引导他：“为什么这
样读？让学生理清自己的从哪里感受到的，从而归结出，刚
才是从读当中重读了某些词语，就是抓住了重点词句体会人
物，这个学习方法是在学生的学中总结的，从引导当中水到
渠成的，并适时评价“你已经学会了这种方法。”让学生增



强学习的信心。

当教师创设好情境，使学生迅速进入课文规定的情境，入境
而入情，在情感上与作者产生共鸣，与作者同喜同悲，同爱
同憎，甚至能收到震撼心灵、影响一生的教育效果。通过加
强默读、自读自悟和加强朗读，培养语感，把理解语言和体
会思想感情结合起来，使学生凭借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
体会到丰富的思想感情，并在感悟语言的基础上，学生积累
和运用语言，从整体上提高语文素养。文章读通了读透了，
这时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也会水到渠成。

我的好朋友教学反思篇二

《她是我的朋友》是一篇含蓄隽永的佳作。课文讲的是战争
时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
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同伴的生命，当问他为什么
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课文细致的描写展
现了人物深刻的内心世界。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
实描述，生动地再现了他为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教学本课前，我深入地分析了教材，把重难点定位在通过体
会描写阮恒献血时表情、动作的语句，了解他当时复杂的内
心活动。我想，如果学生能在朗读中抓住重点词句进行理解、
感悟，阮恒复杂的心理变化这个重点、难点就很容易突破了，
自然而然地也就理解了阮恒的精神。在把握了这样的一个思
想内涵后，我围绕以下几点进行了教学设计：

“语文学习无他途，唯有读书路一条。”上课伊始，引导学
生边想象当时的情景边读阮恒献血前的背景，然后再“目
视”着这样的“画面”感情朗读。“你脑海中浮现出了什么
情景？用你的朗读告诉我。”学生读出了当时局面的严峻和
小姑娘伤势的严重时，就证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文本。

“小姑娘的生命危在旦夕，此时此刻，输血——迫在眉睫。



谁愿意为小姑娘献血呢？听了医生的询问，阮恒有什么表
现？”在学习阮恒献血前的表现时，我选用了品读的方法，
抓住重点词语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你从中感受到什么？
从哪个词感受到的？”让学生理清自己从哪里感受到的，从
而归结出，抓住了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个学习
方法是在学生的学中总结的，从引导当中水到渠成，并适时
评价“你能抓住表示动作的词语来体会人物的心情，这种方
法值得大家学习！”引导学生知道了要想体会人物的内心变
化，先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信
心，又渗透了学习方法，也是贯穿理解这篇课文的重要方法，
同时为突破重难点作了铺垫。从本节课的教学实际看学生非
常好的掌握了这种读书的方法，而且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展开
交流和学习。

课文讲述的故事与学生生活距离较远，但课文描写具体，事
件感人。在突破本课重难点时，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把握课文
的感情基调，我采用了范读，从孩子们聚精会神的倾听中，
我感受到我那饱含深情的朗读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们。当孩
子们把掌声送给我时，我证实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也感受到
了一种鼓舞（这种体验真好！）。“能说说给我掌声的理由
吗？”孩子们争先恐后，子宁说：“陈老师读得很有感
情。”欣羽说：“听着陈老师的朗读，我仿佛看到了阮恒的
表现。”我趁势引导学生：“要读出感情，还要入情入境，
体会人物的心情，甚至要把自己当作里面的人物。”

学生整体感悟以后，我提出“不动笔墨不读书”，引导学生
默读阮恒献血这一部分内容，画一画描写阮恒献血时表情、
动作的语句。但并不是把这些重点词句都拿出来给学生分析，
而是让学生在主动读句子，画词语中，从个性化的朗读中，
感悟文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在这个环节中，孩子们成了学习
的主人，自主汇报、交流了令人感动的地方，并说出了自己
的感受。学生们在朗读中受到了情感的熏陶，在交流中获得
了思想的启迪，在学习中享受到了审美的乐趣。



这样，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对课文有了进一步的理
解。在读中也体现了自主创新思路，让学生自读，自悟，自
得，能切身体会作者的实感，体会句子的含义，用内心情感、
有表情地朗读课文，真正达到品读感悟的台阶，使学生受到
美好情感的熏陶。

本课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好教材，开始上课时，我
随着学生的汇报，相机创设了一个与战争有关的情景——炮
声隆隆、场面凄惨，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孩子们很
快地投入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进入了文本，受到情绪的感
染，引起了感情上的共鸣。

在学习阮恒献血前的表现时，我抓住了表示动作的词语来体
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处理“举、放、举”这三个动词时，
我创设了一个动作情景：我读着，孩子们边模仿着阮恒的动
作。“小阮恒，你颤抖地举起了手，此时你心里在想什
么？”“我怕自己会死。”“我不知道该不该举手。”“放
下时想什么？”“当他再次下定决心、毅然地举起手时，又
会想些什么？”有的孩子联系了上下文，结合孤儿院孤儿的
生活情况体会孤儿院的孤儿们朝夕相处、一起长大，他们没
有别的亲人，一起长大的朋友就是他们最亲的人。通过这个
情景的创设，孩子们很快地进入了角色，做为小阮恒的同龄
人，阮恒内心的矛盾、挣扎，他们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人
文内涵也就依托词语扎入了孩子们的心中。

在学习阮恒献血这一部分时，我充分利用了文中的插图，画
面向学生展示了直观的形象，与课文内容相辅相成，同时为
调动学生情绪，我还配了一首钢琴曲。孩子们在图文对照中
入情入境地朗读，不仅对人物的表情、动作有了更直观的感
受，而且阮恒的心理活动和美好品质更形象地烙印在孩子们
的心上，工具性和人文性达到有效地统一。

在这一课的结尾处，我结合本课的主题，出示了关于朋友的
名言警句，让学生诵读。最后，让孩子们在《友谊天长地久》



的乐曲中写下最想对朋友说的话，既加深了学生对朋友之间
情谊的理解，又使主题得到了升华，这也是一个对学生进行
语言文字熏陶的过程。

我觉得这节课上得比较顺畅，通过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
对话，让人感受到了真情、真爱、真实。在引导学生立足文
本的同时，跳出文本，超越文本，焕发个性，基本上实施了
阅读教学。但课堂的生成远比预设来得精彩，也更大程度地
考验了我的教学智慧。这节课上，自我感觉以下几点没有把
握好：

一、在教学中，我感觉自己的课堂教学机智还不够。如由于
上课前，学校广播抽查作业，部分同学的情绪受到波动，上
课时还没有完全沉浸进去。我也未能及时调节这种氛围，致
使一部分孩子整堂课的学习状态受到影响，教学效果比预计
中下降。收放自如、随机应变的教学机智还有待提高。

二、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学法的指导，但对孩子个性朗读
的指导不到位。学生虽然对本课的中心理解了，但部分同学
没能通过自己的深情朗读展示出来。如：在每一个重点句子
交流、感悟和朗读以后，我都进行了及时地总结，但对于升
华学生情感的效果不明显。怎样有效地进行评价和引导，是
我应努力克服的问题。

三、没能很好地层次化处理不同的句子，对于阮恒越来越恐
惧，越来越坚强这一心理活动的指导不够深入。在教学“过
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一只手捂
住脸。”、“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
用手掩盖他的痛苦。”和“接着，他那不时的啜泣变成持续
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眼睛紧闭着，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
想竭力制止抽泣。”时，我是让学生自主汇报交流的，对这
三个句子感悟的层次处理得不够，只是做了简单的小结，没
能引导学生作深入思考。如果让孩子们再把表示阮恒“哭”
的词语和表示动作的词语联系起来，结合板书，考虑“有什



么发现”，让学生再次感受阮恒越来越害怕的同时，他也越
来越坚强了，是一个视友情重于自己生命的男孩。

我的好朋友教学反思篇三

《她是我的朋友》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18课，这
篇精读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
为了救自己的朋友，以为自己要死了还坚持献血的事情。课
文通过对阮恒神情、动作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他为救
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我认为自己在备课、授课的过程中做到了以下几点，基本达
到了我的预期目标。

一、重视学生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新课
程标准非常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
发展”，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学会抓住文中的重点
语句由表及里地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引导学生用完整的
恰当的句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极其注重语文学习的人
文性，采用多种方法让学生体会阮恒献血前的矛盾和献血时
的坚强，感受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友
情观。

二、在学习阮恒献血时的表现时，是本课的重难点所在，我
放手让学生依照刚才的讨论法进行自学，勾画出描写阮恒动
作、神情的语句，通过“画——想——读”这样的方式让学
生自主探讨从关键语句中读懂了什么。并且教师适时质疑，
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充分理解阮恒献血时内心很复杂。

三、重视学生对文本的独特体验，促进学生情感体验升华。
语文教学要“用心灵感动心灵，用生命点燃生命，用灵魂塑
造灵魂”。在本节课中，我采用多种方式促进学生听、说、
读、写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为到达情感体验做好铺垫。比如：



1、在阮恒献血前的表现中，我让学生深入阮恒心里，猜想他
的内心活动。

2、在医生安慰阮恒时，我让学生大胆假设、角色换位，说说
医生会怎样安慰阮恒。

3、在作业的布置上，我让学生写一写医生、孤儿或康复后的
小姑娘会对阮恒说什么。

这些设计着眼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也顺利地升华
了学生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达到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的实现。

虽然经过了精心的备课，但是各种原因，备课及授课过程中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一、学生的主体性发挥不够。语文是一门充满知识和情智的
课堂，师生置身于其中，应该忘却时空的束缚，获得是美的
熏陶和身心的愉悦。但是在本节课中，我感到学生有些拘谨
与压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一
方面是，我的教学设计和教态没有能够是学生产生发挥主体
性的机会和情境。

二、教学用语还不够规范，教学语言还不够具有吸引力、感
染力不够，因为担心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导致学生朗读不够
充分，朗读新式单一、板书时把箭头画反了等。

我想，语文教学应该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要达到有效、
和谐的课堂，我还要在各个方面付出更多的细心和汗水。

我的好朋友教学反思篇四

这学期开学学校就提倡各位老师要在教学上有所突破，提倡
先学后教，预习先导，课堂上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要



把握好自己的角色，课堂不可占用过多的学生时间。如何落
实这一要求呢，我也琢磨了好久，无论备课还是上课，如何
向自己的课堂要效率，如何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真的困扰了
我好久。经过一个月的上课摸索，经过多次的观摩同行的课
堂教学，通过学校组织的同课异构研讨，我终于有种如梦方
醒的感觉，这中感觉在教学《她是我的朋友》之后更为明显。

《她是我的朋友》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讲的是战争时期的
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毅然
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同伴的生命，当问他为什么要献
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课文细致的描写展现了
人物深刻的内心世界。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实描
述，生动地再现了他为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如何
让学生轻松学习这篇课文呢。我在设计预习上下了一番功夫。
我深入地分析了教材，把重难点定位在通过体会描写阮恒献
血时表情、动作的语句，了解他当时复杂的内心活动。

我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熟读课文，能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
把握文章，而且让学生根据文章的重点句子发散思维。这个
表格看似简单但是包涵了课文的重点，通过心理活动的揣摩，
让学生体会人物的内心。

这篇课文的讲解我一改以往的教学模式，采取学生汇报的形
式。让学生找出在献血前描写阮恒的表现的句子，在这个环
节我交给学生体会句子的方法是通过抓重点词语进行体会。
学生能很准确的找出阮恒的表现的句子，学生从自己找到的
语句中自己感悟阮恒这个人的品质，揣摩他内心可能会想些
什么。找到重点句子都动情地读，认真地品，而且重点词语
学生抓得都不错。学生的想像力也是很丰富的，学生能把自
己想象成阮恒舍身处地想。但是为了朋友，如果我不给她输
血她就会死，我一定要救她，为了朋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朋友死去。但是我好害怕啊……’”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
而且课文的重点把握也非常的好。看着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
互相交流，争论。我作为主辩方与孩子们展开了讨论。我故



意说阮恒是胆小的孩子，不勇敢，我举出了课文中的句子，
孩子们跟我争得面红耳赤，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今天正是
个有矛盾冲突的环节，因此我也因势利导地用上了辩论。真
理往往是越辩越明，在我和孩子们的辩论中孩子们掌握了文
章的重点，认识了阮恒这个勇敢的孩子。

语文教学就是让学生识字、写字、读书、作文，就是读读写
写，写写读读。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每一篇语文课文都有训练
学生习作的素材，因此这篇课文的结尾我设计了这样的情境，
让学生以阮恒的朋友的名义跟阮恒说几句话。题目就是：阮
恒我想对你说……学生在争辩的情绪中自然有很多话想对阮
恒说，因此他们此时都集中于对阮恒的说话的情境中。这一
个环节看似不经意设计的，其实我是想了很久的，孩子们不
是肤浅地对阮恒说几句话，在孩子们的话语中看出孩子对真
善美的崇尚，对奉献的崇尚，对人物品格的再认识。如果我
们的语文课都能够坚持对学生写话的训练那么我们的孩子的
写作能力一定提高很快。

存在不足：这节课中也存在了一定的问题。由于辩论的时间
有些长我为孩子们没有准备课外阅读，时间也不足了，以后
课上的时间还得压缩，使课堂的节奏快些，孩子们得到多些。

我的好朋友教学反思篇五

《她是我的朋友》是小学语文新课程第六册第五单元的一篇
含蓄机智的佳作。作者巧妙地设置悬念，先在读者头脑中埋
下一个谜，以引起强烈的期待和追索，继而谜底揭开，真相
大白，使读者从中获得惊喜和教益。这篇课文讲的是战争时
期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孤儿阮恒，为了救护受伤的同伴，
毅然冒着死亡的危险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同伴的生命，
当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课文
通过对阮恒献血神情、动作的真实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为
救朋友而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我把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定为：1、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
通课文。2、按预习要求，想想小男孩是怎样献血的，划出描
写小男孩献血时的神情、动作的句子，体会小男孩献血时的
复杂感情。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朋友间真挚的友谊，树立
正确的友情观。

这节课上我想反映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

1、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2、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对话，以
及尊重学生的意见上）

3、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展示教师的主导地位。

具体的教学过程我是这样预设的：

课前谈话感受生活中因为有朋友而感到快乐，为下面的学习
作好铺垫，也顺势揭示课题。初读课题后，采用填空的形式
理解课文主要内容。

献血的起因比较简单，我就安排学生找找有关句子读读、议
议、评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体会阮恒献血前的复杂心情，
我们一起抓住重点句：“一阵沉默之后，一只小手颤抖地举
起来。忽然又放下去，然后又举起来。”在读中学生找到描
写阮恒小手的动作的词语有：颤抖——举起——放下——举
起，从这一系列动作变化的语句中，引导学生感悟他献与不
献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为了救小姑娘，下定决心举起手来，
以自己的死去换取她的生。在感悟中进行比读、表演读、配
乐读以加深体验。

的痛苦也改变不了他救人的决心，他那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为
朋友牺牲时的痛苦的高尚灵魂也越来越鲜亮感人。此时我还
安排了欣赏臧天朔的《朋友》，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中再次



感悟、提升对“朋友”这两个字的认识。

课堂的生成远比预设来得精彩，也更大程度地考验了教师的
教学智慧。这节课上，自我感觉以下几点没有把握好：

孩子们能快速地找到描写阮恒献血时的动作、神态的句子，
如果我能引导得再好一些，条理再清楚一些，就能节约好几
分时间，那么下面的教学也能更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