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王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老王教学反思篇一

课后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和陈老师的点评，确实发现自己在
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因循守旧了。

自己的思维惯性和惰性在教学中往往左右了自己在课堂教学
上的思路和做法。今后在构建自主有效课堂模式上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老王教学反思篇二

我总想尝试着一些新的路子备课，在意教学设计的整体性和
创新性。他们都说我太学术，我知道在中学这是贬义词。师
傅徐老师今天听了我的课后，给出了两点评价：1.钻研文本
精神值得鼓励。2.要学会批判性地接受教参和名师教案，教
学要切合学生实际能力。是的，我承认我的课堂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教差班，应该讲基础，带领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扣
文本。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我不愿意为此浪费我的教学
生命。

教学设计的创新与知识点落实其实是不矛盾的，我没有做好
知识点的落实还是因为对考点把握不够，下阶段研究考点题
目想好了“以考点为纲确立教学内容”。



老王教学反思篇三

课比设想的好一些，又似乎差一些。

进得课堂，望着孩子们，反倒觉得有了些灵感。听课的人不
多，管他呢，课是讲给自己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生命之作，
无论水平如何，都是倾尽自己心力完成的，我觉得这已经够
了。

还是拖堂，这是教学之大忌，再一次犯了此毛病。开篇的字
词用的时间有些偏多，有了预习的基础读一次即可，却又让
写又让读的。自主学习环节，学生对课文的批注时间也有些
多，这一块不应该浪费很多的时间，因为重点在朗读这一环
节。学生找“老王生活的词句”完成的不错，解读的不错，
尽管读的不完全到位，但对老王的苦难理解的十分好。

由于前半部分耗时太多，导致在完成合作交流环节的“请你
以老王为第一人称，试着写一下老王送了好香油送了大鸡蛋
后回家路上的历程。”时有些匆促，只有个别学生当堂完成，
不过自我感觉学生写的还是不错的。

最让自己得意的是收尾时的精练，卑微的老王虽然在人世受
尽凄凉，但他捧着一颗心来对待杨绛这个给他带来温暖的恩
人，他不图别的，只要一点点人世的温情。所以当善良的老
王离世后，反让同样善良的杨绛陷入更深入的人生思考，她
更加苛刻地解剖着自己，总认为自己对老王总的不够，总觉
得自己对老王有着太多的愧怍，总在想幸运的人对不幸者应
该给予更多的关爱才对。

六六的文章《关于善良》很值得我们思考，只是到最后也没
有时间让学生去读，但还是应该在课后完成的。

课堂容量大了，对自己驾驭教材的要求就更高了。如果能有
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完成写作，再加上最后文段的思考，这节



课应该是比较完美的。

还是应该多努力才对，放下虚无，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比什么
都重要。

有些时候不喜欢上公开课，觉得太浪费时间，但只要自己不
做秀，这样的打磨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学期一本书，不用多，
如果一个单元我们能上好一课书，上到自己满意为止，也是
不小的锻炼，只是很多时一本书我们连优秀的.一两节课也拿
不出手，这实在不是我们当为。

看过一句话，具体怎么说的忘记了，意思就是说语文课堂应
该完成一个“由思到诗”的过渡，也就是说在经过教师备课
的深入思考和学生的认真思考后，最终成为诗意的河流静静
在课堂和学生的心间流淌，从而也重新成就教师自己的生命。

我喜欢上课，那是生命尽情舒展的舞台。领导不一定会赏识
你，金钱不一定会光顾你，同事不一定会悦纳你，但是孩子
们会。当你的课堂成为一出舞台剧，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在课
堂上纵横驰骋时，孩子们欣喜的眼神激动的神情就是你此生
最大的奖赏。

别的，还有什么可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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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教学反思篇四

《老王》是著名作家、文艺翻译家杨绛写的一篇写人记事的
散文，作者笔下的老王是一个命苦心善的不幸者，在荒唐动
荡的时期，他的精神世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善良诚实，
忠厚老实，知恩图报。

那么，对杨绛的这篇文字浅显，字里行间流淌着爱的清泉，
闪动着人性人道光芒的散文，如何引领学生走进作者的精神
世界，感悟爱的博大，体察善的魅力？如何避免把课上得枯
燥乏味，这是我在上公开课前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反复阅读文本之后，我将这节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全面
把握课文，领会作者与人物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的同情心
和爱心。教学难点确定为：领会从文章语言及人物刻画中渗
透出的爱的博大。教学过程设计为三大板块：

（一）说老王。

先通过播放出示明星图片和弱势群体的图片对比，突出要对
弱势群体的'关注并吸引学生注意力，然后让学生根据书上插
图初步感知老王形象，激发学生的兴趣，形成学生的阅读期
待，为解读人物的精神世界做好铺垫。然后，以“可以用哪
两个字准确概括老王”明确老王是个苦而善的人。紧接着
以“老王的不幸表现在哪些方面？老王的善良表现在哪里”，
引导学生搜索、筛选信息，达到初步感知文本的目的。接着，
再让学生选择赏析老王临终送香油、鸡蛋这一片段。通过齐
读、分角色朗读，学生情景演出，对语言进行赏析评价，达
到读文悟道的目的。

（二）说作者。



先用多媒体展示杨绛当时的境况，让学生知道她当时的生活
也是不幸的，再设计的问题：面对老王的遭遇，作者一家如
何表现的？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当善良的老王去时，作者
为什么愧疚？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让学生角色转换，换位思考，
把自己想成老王，想想希望得到什么？以此让学生明确本文
主旨，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三）说自己。

设计的问题是：现在，像老王一样善良的人还很多很多，我
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多媒体展示弱势群体的图片，在看的
过程中，我对一些图片进行解说。然后让学生写一些感受，
可以使一句话、一首诗、一支歌。接着仿照例句说出心愿。
以此拓展延伸，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整个课堂教学的实施
很顺利，充分地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尊重了学生在阅读
中的主体地位和情感体验，较好地体现了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经过课后反思，我认为成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握文本特色，重视情感体验。整个教学过程能够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地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味，在读中感悟，
用自己的情感体验映照作者的内心世界，发挥了学生学习的
主体性。

立足语言品味，穿插写作指导。课堂教学能够紧紧围绕教学
目标与重难点，赏析重点片段的时候，让学生选择喜欢的一
句，结合自己的感悟说出喜欢的原因，由赏析语言到情感体
验逐步提升，并对如何写人给予学生适当指导，既重视了学
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又训练了学生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
面向全体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在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进行教
学的同时，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侧重学生的自我感知、
自我体会，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有些不爱发言的学
生也举起了手，并说出了他们独特的想法。

但是这节课也存在着不足。因将两课时内容压缩为一课时完



成，在时间安排上有些力不从心，如给学生讨论的时间不够
充分，有些问题挖掘不深，结论下得过早；最后展示弱势群
体组图时，应该由学生读的文字改为自己读；应该在课堂上
完成的仿句练习改为课后作业等，整个教学过程有些前松后
紧。

老王教学反思篇五

此课上后，我感觉不错。不论其他，单单学生从说到想说再
到乐意说争着说，多我来说是最大的成就。哪怕学生说错了。
不过，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议课组成员的爱心帮助下，我觉
得这节课要上的更好，还课在下方面努力：

1、导课不宜太长。只要达到激起兴趣，导入新知即可。

2、课堂语言要有文起。要鼓励督促个别学生说普通话，说话
多用词语，多点文气。

3、课前应出示课堂目标。让学生学时有目标，学后便与检测
学习效果，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吗。

4、在汉字书写，板书设计上要多下功夫。这也是我致命的.
弱点，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就在这方面下功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