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模
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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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篇一

《她是我的朋友》是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八册的一篇精读课文，
执教此课后，我对如何上好一堂语文课感触颇深。"过程目
标"是新课程改革的"三维目标"之一，新的教学理念强调，要
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我从培养学生自主
探究和合作学习的精神，使学生养成自已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等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对于这节课的教
学，我主要有如下感想。

一、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
下，我在教学中，较好的体现了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
教育思想，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我始终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圈画、思考、
讨论、汇报......加上足够的时间保证，民主的课堂氛围，
学生在自由、广阔的空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二、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我们要把
学习的过程还给学生，还得交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我们常说
的要"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也是这个道理。在教学中
我比较注重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比如，在引导学生抓住阮
恒献血时的神情、动作的句子体会他当时的内心活动时，我
以课后思考题3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会通过抓住关键词提出
问题、寻找答案的方法来体会阮恒的心理活动。然后引导学
生学法迁移，运用这种方法学习其他重点句，体会人物的内
心世界。有了较好的学习方法，再加上宽松的学习环境，学



生学习起来兴趣盎然,汇报交流时，他们争先恐后，一个个思
维的火花在课堂上闪光。

阮恒当时的内心思想，同时也达到了以读促写的目的。

在教学中，把学习的过程还给了学生，把说话的舞台让给学
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地成为学习地主人，在语文课
堂上才能有所收获。

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篇二

《她是我的朋友》这篇课文写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课
文先写一名孤儿在炮弹爆炸中受了伤，急需输血；接着具体
写了阮恒献血的过程，生动地描写了阮恒献血时的神情、动
作，真切地反应了这个小男孩献血时的复杂心情，同时设下
了悬念；最后点明阮恒内心矛盾痛苦的缘由和坚持献血的原
因。因此，体会描写阮恒献血时动作、神情的语句，理解他
当时复杂的内心活动，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学习的难点。

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自读课文，在阅读中自由感悟。通过
自读读准字词，理顺文章脉络，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接着，我就把着力点放在引导学生结合
具体词句体会阮恒献血时的情感变化上，通过描写阮恒献血
时动作、神情的语句，点拨学生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提出问
题，深入探究人物的内心活动，体会人物的心情。

为了让学生能够尽快抓住文章的主线，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环
节，请学生边读边画出描写阮恒献血前、献血时动作、神态
的句子。我想让学生从阮恒的献血前、献血时的表现来感悟
阮恒的心情是怎样的，阮恒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呢？让学生
在阅读中感悟并归纳：阮恒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害怕自
己濒临死亡，另一方面为了朋友又坚决地要献血。但在这个
环节的处理上有些乱，一是老师没有运用好所做课件，二是
老师在对学生的引导上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处理



阮恒献血时的表现时，这时侯老师有点依着课件而进行下去
的感觉了，没有真正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从而导致课堂的
死气沉沉。因为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老师的意图是什么，只
顾着自己的想法说了，而老师也在急，心想学生怎么光往别
处跑啊！我不是在给他们指着路的吗？其不知老师的引导已
经偏向了。如在学生画出表示阮恒献血时的动作的词时，老
师只顾着出示自己的了，而舍弃了学生的一面。另外再让学
生依此来提出问题时，学生不该从何而提，一脸恾然。但这
个环节还没有处理清楚呢，接着老师就转到下面的环节去了。
为了让学生感受到阮恒在抽血中内心的痛苦，更好地感受阮
恒害怕但却坚决献血救朋友的美好心灵，在学生还没有真正
理解这几个自然段时，我就引导学生对这三句话中描写阮恒
哭泣的词语进行一次梳理：阮恒在献血的过程中，从啜泣一
下，到又开始呜咽，再演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说明了
什么？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到随着血液一点一点被抽出，阮
恒感觉自己离死亡越来越接近，所以害怕越来越明显。这样，
在理解了句子所表达的内涵后，再来让学生模拟想象阮恒的
心里具体是怎么想的？有了前面理解的铺垫，后面的语言说
话训练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后再通过入情入境的
模拟演读，让学生把内心的触动通过感情朗读宣泄出来，深
化理解和感悟。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题，最后我设计了这样
一个情境：让学生模拟记者采访阮恒为什么这样做？再通过
讨论你认为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课文中的阮
恒呢？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让学生再次感受阮恒那愿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美好心灵，并在
《朋友》的歌声中得到情感的共鸣。

在教学中，我感觉自己的课堂教学机智还不够，如学生思路
打开后，要讲的很多，我没有那种收放自如的机智，导致授
课时间不足，有些重点部分只是匆匆收场，也没有给学生留
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还有对这节课的准备不是太充足，在备
课过程中对学生的预设太少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让



课件成为你的依赖和累赘。

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篇三

《她是我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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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为献血会死，但为了抢救重伤的同
伴，还是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当问他为什么要献血时，
他只是说“她是我的朋友”。

一篇课文让我和学生都收获了许多，孩子们在辩论中感悟到
了生死一线间困难的抉择，更发现了生命诚可贵，友情价更
高；而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感受到，上一节课简单，上好一节
课要付出很多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是辛苦并快乐着。

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篇四

学校的合作教学课终于上完了。很珍惜这次锻炼的机会。我
在准备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也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很多很
多缺点，找到了改进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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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拿到这篇课文，自己觉得文章比较贴近学生，能够以情感
之，学生容易进入氛围。可一次次的磨课之后才发现，如何
让学生感悟到阮恒为朋友献血的无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班上的孩子，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献血的阮恒没有准确的理解。
而我对文本的理解，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的挖掘
文本的内涵，没有真正走进文本深处。虽然上课时，我自己
很感动，却没能感动学生。这要归结于我对学生的引导不够，



未带领学生入情入境。

学生在回答完之后，我没有准确及时的给予恰当的点评，语
言一点都不优美，而显得做作，无法激起更多学生发言的欲
望。这种语言功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我评价时大部
分是按设计好的“不错！”“很棒！”我没有真正的发自内
心的去评价学生的发言。再例如请学生起立发言时，我一般说
“请你来”真正有经验的老师，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种不
同的请法。

看了很多教学杂志论文，可就像领导会议报告时说的官话一
样，除了让我知道“评价语非常重要之外”，什么都没学到，
我也知道评价语极其重要，但遇到具体问题时，我该怎么做？
这是我目前最缺乏的吧。说的不好听点，是“学会能够见人
说人话，让听者高兴”。

这也似乎是我一直都改不掉的坏习惯。在本节课的最后，我
问学生，“这是怎样的朋友？”学生一时间不知道该填一个
什么词。此时，我还是一个劲在问。如果是临场应变能力强
的老师，此时会换个问法：“这是真正的什么？”学生应该
就能回答出来。

由于以上的种种缺点，虽然在上完课后我自我感觉还行，在
课堂上，我自己很投入，学生的反应看似也很积极，但实际
上，学生的情绪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还没有深入体会到朋
友的内涵，这也是我上完课后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学习。

课文她是我的朋友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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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