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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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一

《文天祥》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是德育教育的好教材。文
章选材典型，详略得当。变卖家产招募士兵、拒绝投降并写下
《过零丁洋》的诗句等，尤其通过文天祥的语言描写，更能
体现出文天祥身上的爱国热情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教学本课，为了更好地突破教学重难点，体现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我将任务课文划分为三个大问题，然后将整个课
堂抛给学生：

首先，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一个怎样的人；

其次，我们为何要学习这个人；

最后，我们要学习这个人的那些品质。用三个问题将整篇文
章融为一个整体，让学生通过自读、默读、指名读。教师范
读等方式，了解文章梗概。通过重点句子以及主要人物文天
祥的神态及语言描写，感受人物的性格魅力，感悟民族精神！

1、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引导学生紧扣文本，通过具体
的语句以及文本中对文天祥神态、动作以及语言的描写，来
领略文天祥的精神品质。

2、教学结束后，缺乏对课堂教学以及学生的收获做简单的小
结。



总之，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把新型的教学理念运用于教
学过程，扬长避短，使自己的教学能力有所提高。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二

文章描写了一场扣人心弦的杂技表演。演杂技的顶碗少年第
一次表演失败了，但他不失风度地向观众鞠了一躬，一切重
新开始；第二次，碗又掉了下来，少年又镇定了下来，手捧
着新碗，又深深向观众鞠了一躬；第三次，终于把碗稳住了，
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多少年后，作者每每想起，总
会产生一阵微微的激动。我在教学中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阅
读顶碗少年两次失败后的表现来感悟少年在挫折面前永不放
弃的精神。我从四个层次上进行了反思。

一、抓住时机，让现实与文本结为一体。

在讲这篇课文时，奥运会刚刚结束，在奥运会中运动员们的
拼搏精神一直感动着我想，这种精神不正与顶碗少年相似吗？
于是我在课文导入时以奥运会中的几位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导
入，重点以杜丽事迹为主引入，我边出示图片边讲解：作为
上届奥运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的获得者，作为本届家门口奥
运上肩负首日夺金的杜丽，由于肩上的担子重，心里上的压
力大，最终导致痛失金牌的巨大打击。然而杜丽4天后一扫夺
金失利的阴霾，调整自己的心态，轻装上阵，沉着冷静，为
中国射击队夺得了在本届奥运会的第4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
团在北京奥运会上赢得的第19枚金牌。学生很感兴趣。我顺
势引导：杂技是一项很复杂的表演，有时一个节目经过几年
的训练，可以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同样在我们的
课文里也有顶碗少年这样一个故事。就这样很自然地引入新
课。

二、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习。

《新课标》中对人文性的理解曾有这么一段话：“语文教育



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教师与学生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过
程。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方式应得到积极的提倡和践
行。”由此可见，倡导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探究创新这一
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法的变化，而且强调了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于是在教
学中我尝试着采用一个大问题：顶碗少年是怎样不怕失败最
终获得成功的？他为什么能这样做？让学生围绕着这个问题
整体默读课文，自读自悟，边读边画批。这样不但有效地进
行了读的训练，而且学生之间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三、以情促读，在朗读中理解课文。

一种心灵的滋长，是一种生命的呵护。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三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借助媒体，进入美的意境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化理性为感性，化静止抽象为生动形
象、富有表现力的特殊功能，可一下子把“草原风情”——
草原上的精华景点场面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从视觉和听
觉上感受草原的美。使学生很快陶醉在大自然的景色美和音
乐美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关注学生独特的感悟与体会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坚持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个性化、开放
性阅读理解，而不是想着怎样将学生的认识以及对文本的理
解统一到自己的教学设计之中。比如在草原人民迎接远客部
分，我问学生：为什么把前来迎接的草原人民比作彩虹，学
生的回答就多种多样，只要是合理的我都予以了肯定，并鼓
励学生大胆想象，踊跃发言。接下来的问题是：蒙古族人民



见到原来的客人，为什么不下马交谈，而是立刻拨转马头？
学生们同样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我与学生共同评价，教
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求异思维
和发散思维，学生想象的内容丰富了，语言表达也更切合内
心实际了。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认为还有不
足的地方。存在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好。老师在二至五段的学习中
放手不够，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质疑、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

2、面对学生出色的表现，我不能及时地找出更为合适的评价
用语，有时候，明明知道学生表现很好，但却急于找不到合
适的话语进行评价。那些用惯了的“你真棒”“好极了”等，
在我看来一遍足以，如果反复使用则会变的枯燥无味，失去
了表扬的意义。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从指导者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培养
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认真学习课堂评价语言，争取恰如其
分，及时到位地评价学生。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四

让学生学得有趣、学得有味，突出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
基作用是每个语文教师的责任。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通过几年
的阅读积累，已储备了一定的知识，也有着相应的阅读理解
和写作能力。

(一)因势利导迁移应用



六年级学生在校园里显得更为活跃，他们有热情，也显得任
性、容易冲动。有时他们会在桌面上、厕所里涂写，几句小
诗、一行话语，好象像以此表达对学校的留念，更多的学生
早在第一学期就忙着写临别赠言。教师如何因势利导，抓住
学生的情感契机，引导他们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呢?实践证
明：积极疏导，把他们的心语得以外化，由此激发他们学语
文、用语文的意识是有效的路径。组织学生为花坛写温馨的
宣传用语，为教学楼内部选择格言警句、写凡人小语，为校
园广播站积极撰稿。在练笔、讨论、推敲中学生乐而不疲，
尊师爱校、友爱同学的美好情操得到提升。

(二)融会贯通，以一当十

六年级语文教学如果仅凭几十篇课文的精讲深挖、设计无数
的练习，由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水平，往往难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的确，课文只
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
融会贯通，灵活应用，有趣有味地学。培养学生读书思考、
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联的;还可以从作
家的系列作品拓展，在学习小组里交流安徒生这位“世界童
话大王”的名作，花时少、收效高，关键是培养了学生广读
博览的兴趣;还可以进行读写知识的迁移，在阅读教学中巧设
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新年的阳光照着小女孩小小的尸体
上，她的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火柴梗。新年的街头热闹依
旧，可怜的.小女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展开了丰富
的想象，他们的思维活动向纵深发展。由此，教师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学习欲求，让这一久远的童话故事与学生的生活实
际联系起来：小女孩被奶奶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俩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飞到那没有饥饿、寒冷、痛苦的饿地方去了。她
们向着光明和幸福飞去。看，那青青的芳草地、活泼的孩子
们把她们吸引住了，她们来到了，来到了你们的中间。你会，
你会，你会。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工
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培养。



让学生学得有趣、学得有味，突出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
基作用是每个语文教师的责任。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通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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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势利导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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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
融会贯通，灵活应用，有趣有味地学。培养学生读书思考、
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联的;还可以从作
家的系列作品拓展，在学习小组里交流安徒生这位“世界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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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联系起来：小女孩被奶奶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俩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飞到那没有饥饿、寒冷、痛苦的饿地方去了。她
们向着光明和幸福飞去。看，那青青的芳草地、活泼的孩子
们把她们吸引住了，她们来到了，来到了你们的中间。你会，
你会，你会。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工
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培养。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五

《少年闰土》是一篇老课文，在组织教学设计时，我大胆地将
《故乡》中中年闰土的外貌描写引进课堂，让学生通过对比
闰土少年时的纯净与天真，中年时的苍老与悲苦，对帮助学
生感悟鲁迅写人物的特点，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具体我从
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1、在课堂上，我从转变自身角色做起，对学生采用"导"而不
是"给"：

如教学第一自然段，我不给学生讲闰土的身世和名字的来历，
也不讲闰土的外貌特征，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去品味，
去想象，最后让学生动笔学着写，来实现以读学写，学以致
用的目的。

谁能没有自己的喜爱 谁能没有自己的感受不同的情节，不同
的学生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即便是同一情节也是如此。学生
的这种感受可能是幼稚的，也可能是令人发笑的，但它却是
最真实的，是学生自己的。 实践又一次告诉我，这样平等地
与学生交流，对话，比老师唱"独角戏"，"孤芳自赏"要好的
多。

3、在教学中比较注重为学生发展而服务：

在课堂上学生出现自读不领悟，讨论无结果探究无法深入下



去的时候，教师不能观望，更不能等待，而要以一种平等的
身份参与学生的讨论，发表自己的个人见解，从而推动合作
学习的深入，使学生受到积极情感，审美观念的教育。如在
对课文第十六自然段"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
事……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时， 我引导学生先理解第十
四自然段"我素不知道天下有着许多新鲜事……"有了这一个
过度句的理解，学生再理解"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就容易多
了。

当然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教室角色转换时有时做得不够好，
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今后的教学中要不断的学习，
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六

近日，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课例大教研”活动。我们五
年级组的课题是《凡卡》。《凡卡》是第六单元是“外国名
篇名著”单元的第二篇课文。《凡卡》一文叙述了俄国沙皇
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九岁的凡卡在圣诞节的前夜趁老板、老
板娘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偷偷地给爷爷写信，倾诉自己难
以忍受的悲惨的学徒生活，再三哀求爷爷带他回乡下去。课
文的结尾以凡卡做梦的形式反衬了凡卡的悲惨遭遇，暗示了
他愿望的破灭，给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激起了人们对凡卡
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本文的教学重点是通过阅
读，关注凡卡的悲惨命运，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难点是体
会文中回忆的内容和写信的内容对比、衬托的写法。在教学
这一课时，我是这样设计的：

让学生交流搜集到的资料，了解课文的时代背景，加深对课
文的理解。

让学生通过读信的内容，感受凡卡的可怜，结合挨打时的动
作--“揪、拖、揍、戳”、“拿楦头”、老板娘“捞起青
鱼”；等动作，体会他们对9岁的小凡卡肆意随便地殴打，毫



无人性地对待。让学生体会凡卡多么可怜！然后通过指导感
情朗读，让学生走进凡卡的内心，理解凡卡的可怜，感受当
时社会的黑暗。通过理解凡卡的挨饿、谁不好觉，让学生感
受9岁的凡卡在老板的家里过的就是这样痛苦的生活：没有自
由，没有尊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通过学生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读出凡卡的悲惨的生活。

凡卡的梦会实现吗，为什么？让学生交流。

美好的梦总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对比，可怜的凡卡悲惨的命
运将会继续。教学本课后，我有以下的感受：

本篇课文的历史背景离学生比较遥远，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课文，我让学生课前查阅资料，理解凡卡生活的环境。在
让学生熟读的基础上，首先我让学生们交流当时的时代背景，
了解作者的情况，让学生了解在沙俄的统治下，俄国人民所
处的悲惨状态。这样，我班的学生就很快地融入到了课文中，
课堂效果比较好。

《凡卡》这篇课文虽然较长，我对课文的重点部分指导学生
感情朗读,这样对凡卡的痛苦生活才能体会得更深刻。比如凡
卡的信要读出他生活的悲惨、痛苦，读出凡卡的`可怜，读出
我们对凡卡的同情。对于信之外的回忆乡村生活的段落，可
以与信的内容对比着读，要指导学生读出乡村的生活虽然贫
苦，但在凡卡的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读出凡卡在乡下的快
乐。这更烘托出凡卡的可怜。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七

《三亚落日》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抒情散文，作者运用活泼、
清新的语言描绘了三亚落日的美丽景象，抒发了热爱大自然、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教学第一课时，在理清文章的脉络之
后，重点教学了第二自然段，介绍三亚的自然风光。虽然这
一节不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但是我想作者之所以得出“在三



亚看落日真有诗意”这一中心，与三亚如画的风景是分不开
的。因此，教学时，我让学生思考“三亚美在哪里？”一边
请学生读找，一边在电脑上放映相关的图片，很快“蓝天”、
“碧海”、“白鸥”、“椰树”、“沙滩”进入了孩子们的.
头脑和视野，学生们通过朗读和交流，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
三亚的美，对三亚的喜爱之情溢于颜表。同时也让他们体会
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正是在这样一个富有情调的地方观看
落日，才使作者觉得看落日更有诗意。

总之，这堂课，我感受最深的是教学中较好地把握学生的感
情，引导他们好好地读书，思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发挥他们主体学习的作用，让他们主动投入到学习中
去，大胆交流，深刻体会，使教学目标的达成水到渠成。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八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
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
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教学当中的“情”犹如教与学双边
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师的点拨下进入
课文佳境。例如《怀念母亲》一课，作者通过介绍自己对两
位母亲——生身母亲和祖**亲“同样怀着崇高的敬意和同样
真挚的爱慕”，充分表达了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恨和对
祖**亲不变的爱意。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与作者在情感上
产生共鸣，我设计了一段充满激情的导语：“你喜欢自己的
母亲吗？谁能列举一件小事谈一谈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深厚感
情？”简短的一句话，开启了学生感情的闸门，学生纷纷发
言。正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简单的
交流中，学生对自己母亲的热爱，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流
了出来。正是基于对自己母亲的热爱，学生才渐渐走进了作
者的心灵，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对理解课文起到
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课前的思考，有助于有效教学，智慧教学；课后的思考，有



助于发展与提高。只有教师学会思考，才能教会学生思考，
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更富有意义。

六年级花非花教学反思篇九

《新课标》指出：教师要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以任务引导
学习，激发学生学生学习兴趣，指导学生体验和感悟学习内
容。语文教学离不开情境，在课堂上，如何有效地把学生带
入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形的情境世界呢？我觉得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让学生自由“展示自己”

课堂上，要大胆地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尽情
地展示自己！每学习一篇新课文，我都鼓励学生尽可能地搜
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知识，上课时，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成
果展示给大家，这样，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他们都表现
得十分积极，而且极大的丰富了知识的储备量。

2、引领孩子去读书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只有在实践中，学生
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我经常上网搜集课外阅读材料，推荐
给学生阅读。另外，我还结合教材所涉及到的内容，有目的
地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使学生尽量领悟不同类型的文章
的写作技巧；同时，鼓励学生阅读中外儿童名著，领略书中
的精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