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个儿子教学反思(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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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我教学了《槐乡的孩子》这篇略读课文，也是学生学
习、接触的第一篇略读课文。可以说：本节课是我和学生们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思考。因此，一节课下来，感想
颇多。

把重点放在了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体会出槐乡孩子的懂事、
吃苦耐劳和以苦为乐的特点，因为是略读课文，所以设计了
一个问题：你觉得槐乡的孩子真 ！让学生通过各种方式的读，
谈自已读了课文后的的体会。学生在回答时，大都抓住
了“勤劳的槐乡孩子是不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的，他们上学
的钱是用槐米换来的。”及槐乡孩子的勤劳，对此学生感受
最深，槐乡孩子以苦为乐的精神，是靠我点出来了。

由此可见，教学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有待不断完善。

一、学生能够通过读文理解文中的内函，但总结的能力不行，
本节课虽然课文都是由学生具体读，但是老师也直接参与指
导方法，一步步引着走，属于半放半扶。随着学生学习能力
的提高，以后的略读课我会尝试更大程度地放手，由各学习
小组的组长和学生一起学习。

二、自读中给学生的要求还应更明确，帮助学生养成会读书
的好习惯。



三、要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质疑，充分激发学习的兴趣与思
维的空间，让其成为略读课文学习的主角。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二

1.结合课文二、三自然段出示：捉蝴蝶、含草叶、 挖野菜、
逮小鱼

2.交流词语特点：谁能来说说这四组词语有什么特点？（主
要要说出这些词语第一个字都是表示动作的，以及这四个词
语都是在说做一件什么事情。）

3.拓展积累：教师示范：每个小朋友都来试一试，说一个表
示动作的词语，我们这样说“采 采蘑菇”。

4.学生拓展说词。（师评价：你们都是生活的有心人，很会
观察，很会积累。说得词语丰富极了……）

品悟重点段落，体验乡下孩子的快乐生活。

如：“捉蝴蝶”，编了什么故事？

“含草叶”，吹了首怎样的歌曲？

挖野菜 喂小猪 逮小鱼 喂猫咪

乡下孩子的生活丰富多彩，其乐无穷。想想他们还有那些趣
事？

1.古诗中的乡下孩子也有丰富多彩、其乐无穷的生活，一起
来看他们在做什么呢？（放纸鸢、采白莲、学垂纶、捕鸣蝉）

《村居》、《池上》、《小儿垂钓》）《所见》



过渡：这些都是曾经的乡下孩子的生活，我们现在城乡结合
了，都成了城里孩子，我们有我们快乐。请小朋友们用一双
会发现的眼睛，去寻找，并用诗的语言，仿照课文中的诗句
把城里孩子的快乐生活写下来。写一写城里孩子。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三

（生四人一小组，朗读、讨论……）

（生反馈自学感悟结果。）

生：“好客的槐乡孩子就会把他拉到家中，请他美美地吃上
一顿槐花饭。”从这句话我可以看出槐乡的孩子很好客。

生：“小朋友临走时，槐乡的孩子还会送他一大包蒸过晒干
的槐花，外加一小罐清亮清亮的槐花新蜜。”从这句话我读
懂了槐乡的孩子很热情。

生：我读懂了槐花让孩子们更美了。

生：我读懂了槐乡的孩子都很爱槐花。

……

师：相机引导感悟槐乡孩子勤劳能干、热情好客、纯朴可爱
的特点，并指导朗读。

一幅好画有着恰当的剩余空间，国画就更是如此，往往很大
的一张宣纸只有潦潦几笔，那空白之处不是没有东西，恰恰
就是那足以容纳百川的空白给了这潦潦几笔以想象延伸的空
间。那么一堂语文课也是如此，不是教师处处点到就是好的，
可能我们只要那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激起那一江春水，这
种生成是课堂的点睛之笔。正所谓给孩子一些空间，让他们
自己去探索；给孩子一些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合作学



习是一种很好的自主学习探究的方式，用得恰到好处，使教
学效果事半功倍。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四

《槐乡的孩子》是一篇略读课文，课文主要描写了生活在槐
乡的孩子们采摘槐米的经过，赞美了槐乡的孩子们吃苦耐劳
的品质。意图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懂得劳动会给人
带来幸福和快乐。

课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天气很热的句子：八月，天多热。鸡
热得耷拉着翅膀，狗热得吐出舌头，蝉热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树上不停地叫着“知了，知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
去采槐米，得受多大的罪啊!可光凭老师口头解释天热的程度
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让学生亲身体会得到。所以，我给学生
发表见解的机会，回忆一下自己在暑假时经历的天热的感受，
来体会和品味这个句子的意思，进一步体会槐乡孩子吃苦耐
劳的品质、懂得劳动的快乐。

经过一阵思考，小手举起了一片。

陈浩然一本正经地说：“天真热，我真想钻进冰箱里。”

张金凯接着说：“真热啊，我想跳进河里洗冷水澡，还不想
出来。”

“暑假的时候天好热!”王蒙源认真地说，“我真怀念冬天下
雪的日子，希望冬天快快来到。”

“有一次，热得我不住地吃冰棍，一下子竟然吃了五根。妈
妈还打了我一巴掌，说非把我吃拉肚子不可。”牛新建边笑
边说。

“想起暑假的热啊，我身上是不停地流汗，里里外外的衣服



都湿了。”商慧琳本来就胖，说着说着还真出汗了。

……

身临其境才是真。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五

孩子们都特别的喜爱动画片，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雪孩
子》这节课的动画片，我觉得孩子们看完这个短短的动画片
肯定会记忆特别的深刻。

动画片中，雪孩子冒着大火，冲进小兔的家里去就它，而雪
孩子在靠近大火的过程中，他自己在逐渐的变化，雪水不断
的从他 的身上留了下来，随着在火海钟停留的时间越多，他
的表情就越难受，身体也开始摇晃起来，他看到房梁已经掉
下来了，他不顾一切的把小白兔抱走，他抱着小白兔艰难的
往外走着，慢慢的他的身体的部位逐渐的消失，知道完全消
失，小白兔得救了，可是他却永远的离开我们了。看完动画
片班上一片寂静，孩子们都在想刚才的那个动画情节。

紧着者我让学生自己读课文，也可以默读，深刻的体会雪孩
子的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精神。

在这节课中我觉得让孩子们理解“他飞到了空中，成了一朵
白云，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这句话我虽然也用课件演示了，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还是不太理解，雪变成水，水变成水蒸气，
最后变成云的过程，很多孩子都问我老师云就是雪吗？什么
时候天上的云飘落下来，为啥夏天的时候还有云呢？孩子们
提的问题很好，我觉得我在课堂上给他们解释这些问题他们
听起来还是很吃力的。

从这篇文章开始课文中已经没有拼音了，这篇课文中出现的
很多的字都是以前出现的，我在让孩子们自己读文章的时候



很多的小孩根本不知道怎么念的，然后我就想应该提示学生
根据课文中给的图片去理解，效果很更好些，也会很快的联
想到什么都是什么意思。学生识字认字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一些经常说经常用的字换换地方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读和
认了。

在认字的这个教学环节，像“起，玩，往，觉，化”用学生
熟悉的一些字进行变化来记忆，往字是双人旁，只比住多了
一横，烧字提醒学生，水要用火才能烧开所以是火字旁，化
字比花的花少了个草字头。这样的方法学生更容易去记忆。

三个儿子教学反思篇六

镜头一：教室里录音机配乐朗读着小学语文第一册课文《雪
孩子》，全体学生闭着眼睛静静聆听。

镜头二：全体学生以文字或以图画描绘着自己听到的雪孩子。
其中一名男同学画了一个并不漂亮的雪孩子，并为他带上了
一副太阳镜，一条红领带。

镜头三：这名男同学把画展示给大家看，大声发表与众不同
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雪孩子，很有绅士风
度，又像一位侠客，专为人们做好事……”全体同学睁大眼
睛好奇地听着。

以上这组镜头是我在一堂很普通的语文课上看到的，也是我
们在新课标理念下，对于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学生个性反应
应值得思索的问题。

随着新世纪知识经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需要的是有
个性、有特长、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应是
当前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学校教育必须从单一的选择
性教育变为发展性教育、从求平（全都考１００分）转向承
认差异，加强基础、发展个性、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学会



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人，能够创新。教育要以学生为本，
因材施教、扬长避短。现代心理学、教育学认为人的个性是
人类进行创造活动的内在依据和能动力量，是一切创造力的
基础。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
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教育部长陈至立多次强
调：“实施素质教育，尤其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精神为主。”这些论述表明创造力是最高层次的能力，创造
力和创新精神是21世纪人才的核心品质。

《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阅读教学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和
体验，鼓励学生对阅读内容作“有个性的反应”。这里所说的
“个性反应”实际上是指学生通过对文本积极能动地参与感
悟，从而建构、创造意义的结果。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如果每个学生都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个性反应，那么就会带给
大家一个立体的思维冲击波，或者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
考同一个问题，学生就会逐步地形成多维发散的思维习惯，
从而沉淀为学生的一种创新人格。这样的阅读教学真正体现
了以人的发展为本的课程观。带着这崭新的领悟，我在教学
中重视建立学生的自信，开启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创造性
地阅读。

小学阶段的学生从言谈举止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不成熟，但是
由于天性，此时的他们已个个都能在言语、绘画等方面把自
己的个性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来表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但是能通过言语流畅地表达出来的学生并不多，他们缺的并
不是思想，也不是词汇，而是缺少用言语把自己的思想传递
给同伴和长者的勇气。自信是成功的动力，是现代人必备的
素质，因此我们教师要给学生树立信心，给予足够的勇气，
才能让学生讲出所想，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孩子从小循规蹈矩，从小趋于平庸，不敢质疑，不敢
挑战权威，“人云亦云”。“我认为”这三个字，看似简单，
却标志着孩子的一种自信心的建立，个性的开启。因此我
从“我认为”三个字入手，要求学生时时用上“我认为”。



回答问题是“我认为”的答案，请教老师是“我认为”的质
疑，讨论问题是“我认为”的观点。渐渐地，学生有了自信
心，有了主见，有了个性。又如在《雨点儿》一课教学时，
我要求学生推荐最有勇气的同学朗读对话时。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出现了许多同学自我推荐的现象，这是学生有了自信心
的表现。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精神
领域的影响是多元的。”过去，我们的阅读教学追求惟一正
确的理解，形成非此及彼的思维方式，失去了对多种意义的
理解。我鼓励学生重视“自己的”。要有“自己的心
得”、“自己的看法和疑问”、“作出自己的评价”、“说
出自己的体验”、“展示自己的风采”等等。如教学《春雨
的色彩》这篇课文时，我让学生说说你所看到的春雨是什么
颜色的，让学生自己思考，说出自己的感觉。由于学生
是“自己的感觉”，因此，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创新要允许失误。对一个各方面还不成熟的孩子来说，他的
思维总不够周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总带有片面性，有时甚
至是“突发其想”，“异想天开”，这时候我们教师千万不
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肯定与尊
重，努力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让“一百个学生头脑中出现
一百个哈姆雷特。”老师在发现学生出现失误时，不妨采用
先鼓励，后否定的方法，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你真
的很爱动脑筋，但是你觉得这样行吗？”“你的想法真是与
众不同，这样你愿意接受吗？”等等。让学生觉得虽然自己
的想法错了，但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精神得到了老师的肯
定，下次他会继续努力的。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对我们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说是
任重道远。只要我们在新课标理念的指导下，从一点一滴的
教学实际出发，倾听学生的心声，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课
堂上一定会擦出五彩缤纷的创新火花，我们的课堂可能会出
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