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不懂就问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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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一

《不懂就问》这篇课文主要是阅读教学，要让孩子在读书中
体会文章内涵。而在朗读指导的过程中，尊重孩子的个性情
感体验非常重要。我先让孩子在读通的基础上，再通过老师
的引导读懂文章。在老师交给了方法过后，孩子们通过自渎
去再次感悟，进一步了解课文。

比如。问中讲到：“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
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让学生投入到文中的情景中去感受，孩子们说出了不同的感
受。有孩子说，孙中山这时很害怕，也有的说很紧张、还有
的说他很自信。于是尊重孩子的情感体验，让他们读出不同
的语气。孩子们在这样的朗读中，就能够更深刻、更全面的
去理解课文。

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二

孙中山小的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只是先生念，学
生跟着读，然后把读的段落背诵下来．至于书里的意思，先
生从来不讲解。

一天，孙中山照例流利地背出了前天天学的功课。先生在他
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读了几遍，很快又背下来了。但是，



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
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
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您能讲解
吗？”

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教室里
顿时鸭雀无声。

先生拿起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
了？”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学问，学问，
不懂就问。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
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

先生讲得很仔细，大家听得很认真。从此，孙中山一有不懂
的事情，就主动的问，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三

比如。问中讲到：“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
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让学生投入到文中的情景中去感受，孩子们说出了不同的感
受。有孩子说，孙中山这时很害怕，也有的说很紧张、还有
的说他很自信。于是尊重孩子的情感体验，让他们读出不同
的语气。孩子们在这样的朗读中，就能够更深刻、更全面的
去理解课文。

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懂、诵、段、糊、涂、胆、厉、
详”等8个生字。积累“不懂就问、背诵、糊里糊涂、厉声、
详细、摇头晃脑、鸦雀无声、一字不漏”等8个词语。正确书写
“诵、断、糊、涂、厉、详”等6个生字。

2、朗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改字，按标点停顿。

3、学习边读边思考：想想为什么孙中山明知会挨打，还要向
老师提问题。

4、知道不懂就问是人的美德，更是学习的良好习惯。

重点难点：

1、识记生字，能在课文的语言环境中认读。

2、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懂得不懂就问是一种良
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工具：

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师：小朋友，我们在学校里学到了许多知识。而在古时候，
人们把学校称为“私塾”。

板书并学习：私塾

师：以前，孩子们在私塾里是怎样读书的呢？

2、学生轻声读读课文第二小节。



（1）分句读。

做到字字音准，句句通顺。

（2）知道每句话的意思。

3、交流读后的感受。

学习生字：诵

音：平舌音

学习生字：详

音：三拼音、后鼻音

形：用加部首的方法来识记。

4、师小结：那时候的私塾老师一般都比较严厉，谁不听话或
不认真读书的话，还会挨老师戒尺的打。上课时，学生大多
不敢向老师提出问题。可是，孙中山却敢于不懂就问。

5、揭示课题。请1个学生读课题。

6、学习生字：懂

音：后鼻音

形：形声字，部首表义，右边表音

义：查字典（知道、了解）

“不懂就问”的意思就是：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就要问。

7、齐读课题。



8、过渡：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二、初读课文

1、学生按照要求自学课文，教师巡视。

2、指名学生读课文，每人1小节，教师随机正音。

重点指导：

糊涂：“涂”在词语中念轻声。

详、段：复习三拼音

理解：糊里糊涂，详细

3、开火车读词语。

4、选择两句句子指导学生朗读，知道对话的形式：

媒体出示：

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们背的这
段课文是什么意思，请您为我们讲讲吧！”

（提示语在前）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了出
来。

（提示语在后）

5、交流：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认真读好每一小节。



指导方法：

谁在什么时候干什么，结果怎样？

三、复习巩固

1、复习字词：抽读词语。

2、写字指导：

（1）分别指导。

诵：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断：左右结构，左右相当。

涂：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厉：半包围结构。

详：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2）重点指导“糊”：注意“左中右”三部分在田字格的位
置。

（3）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进行描摹、书写。教
师巡视指导。

3、小结。

孙中山不懂就问，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五

我在上课是以课后问题引入“孙中山遇到问题时，他是怎样



做的?”又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懂就问，为什么还要壮
着胆子问?同学有怎样的表现?先生是什么样的表现?”等一系
列的问题，打乱了课文的顺序来讲，用清晰的主线，引导学
生学习，这样学生学起来思路清晰。自认为还不错，我把我
的上法和其他老师交流，她们告诉我在中高段才会使用这样
的上法，低段的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还在培养中，打
乱课文顺序上，对低段学生来讲有点难，学生对课文还没有
一个整体的把握时，如果用我的方法教，会使学生对课文学
习没有一个好的顺序，不利于学生掌握好的学习习惯。

在处理第三自然段：“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读书的
同学惊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时，我把书重重地摔在了
桌上，学生慢慢安静下来，吃惊地看着我，看我板着脸，学
生不知所措，看着他们的表现，我持续了半分钟，露出了笑
容说：“孩子们，这就是鸦雀无声，不过孩子们没有做
到‘顿时”，现在我们就来读第三自然段，读完后，我们要
做到“顿时鸦雀无声’哦!”学生们按照我的要求读完课文，
顿时鸦雀无声，这是代文涛发出了一声叹息，引得全班大笑，
我及时点拨：“这只麻雀可真不听话，想想我为什么说代文
涛是麻雀?”学生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因为是鸦雀无声。”
我又问道：“你们在什么时候还遇到过‘鸦雀无声’的情
况?”……这样学生不仅知道了词语的意思，还知道了怎样运
用。”这样处理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