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精选8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么我们该
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杜诗〈秋兴八首(其一)〉这首诗已经教学完毕，我在上这节
课时就把教学目的设在“培养学生初步鉴赏唐诗的能力”上，
上课过程中也是遵循这个设想进行教学的。我主要作好如下
三点：

《秋兴八首》（其一）描绘了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烘托出
一种阴沉萧森的环境气氛，抒写留滞他乡的愁绪，表达了强
烈的忧国之情。诵读要注意作者通过景物、环境描写。这首
律诗前四句重在写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长江的滚滚波涛，
要读出“凋伤，气萧森”之感情；后四句旨在抒发思念“故
园”之情，要读出思念之情。通过学生自读、个人读、齐读
等多种方式反复有表情地诵读，使学生能在课堂上完成背诵。

秋天和大江是杜诗中最常见的意象，《秋兴》八首也以之为
主体意象。这里所选的第一首即为领起之作，《读杜心解》
云：“首章，八诗之纲领也。明写秋景，虚含兴意；实拈夔
府，暗提京华”。诗人用一派弥天盖地的秋色将渭原秦川与
巴山蜀水联结起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又用滔滔不尽的
大江把今昔异代联系起来，寄寓自己的抚今追昔之感。诗中
那无所不在的秋色，笼罩了无限的宇宙空间；而它一年一度
如期而至，又无言地昭示着大自然的岁华摇落，宇宙间的时
光如流，人世上的生命不永。那条“波浪兼天”的大江，是
永恒的时间纽带，它牵系着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淘洗着无数



王朝的更替，冲洗着无数生命的流程。读杜诗，要首先读懂
他的秋天和大江。此外，诗中还有“玉露”、“波
浪”、“丛菊”等几个意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去
细细解读，领略其中隐含的情感因素。

在教学过程中，我想应该注意启发学生，可以从多角度去解
读一首诗。譬如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提出解读一首诗的途径：
吟诵、意象、典故、炼字、知人论世、古人评论、比较阅读
（与杜甫自己诗歌的纵向比较，与其他诗人的横向比较）。
让学生在课堂中体会到，原来一首诗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解
读，逐渐培养形成学生自己学习的能力与有所创新的思维能
力。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一篇公认的美文，编者把这篇
文章放在必修2第一单元第一课，可见其重要性。如何上好这
一节课对于后续的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散文，结合单元的学习目标，我将这篇
文章的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设计如下: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语言美、画面美

2.理清作者的行踪并从中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

3.品味文章优美的语言，学习文章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教学重点设计如下:

在把握作者的情感变化后让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诵读(齐读、
自读、默读)，体会这篇文章的情趣美、语言美、画面美。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课文的导入我是这样设计的:(多媒体



课件展示荷塘风光)面对这样一面荷塘，我国著名诗人杨万里
感叹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赞叹了荷花
的娇美。而周敦颐则发出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感叹，赞美了荷花的高洁的品质。同样一片风光，在
不同人的眼里风光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朱自清先
生的《荷塘月色》，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朱自清先生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在作者的眼里，这一片荷塘又有怎样的景致。结
合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及诗句的导入，能够一定程度上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接下来的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一、先播放朗读带让学生整体感知全文的感情基调。

二、让学生带着“作者的游踪是怎样的”问题快速阅读课文。

三、结合作者的游踪，在教师的引导下找出文中表明作者情
感的句子，师生共同理清作者的情感变化。

四、学生概括文章观荷塘部分描绘了哪三个画面。

五、重点分析观荷塘部分的“月光下的荷塘”的画面，品味
语言美及画面美。

六、总结全文

本文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1. 课堂时间较紧张，学生未能充分品味文章的语言美

2. 学生朗读不足，未能充分体会画面美

在以后的教学中，可以把观荷塘部分的分析放到第二课时中，
把剩下来的时间进行诵读，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把握作者的不
同情感进行诵读，从而体会文章的情趣美及画面美。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由武汉十一中命制的高一语文联考试卷，既紧扣高考语文科
考试说明，又和高一课本知识点相呼应，整份试卷题型和命
题难度均符合考纲精神。本次考试，我校文科最高130分，理
科最高134分；文科平均分110分，理科平均分107分。下面，
以高一（20）班68名学生为样本，对试卷展开具体分析。

第1题语音辨析题，3人选错，得分率96%，此题难度不大，说
明对课本字词抓得比较实，有成效。

第2题错别字，2人选错，得分率为97%，选错原因或是对字形
不熟悉，或是缺乏应变能力，平时教学还需增加随堂检测环
节，并注意字形的辐射式教学。

第3题成语题，32人选错，得分率仅53%，失分原因主要是对
于成语本身太陌生，做题时只能瞎蒙。需尽快抓紧落实成语
的记忆。

第4题语病辨析题，23人选错，得分率为66%，这一题包括了
病句的各种类型，有区分度，是一道很好的考题。

第5题标点符号的用法，26人选错，得分率为62%，这个考点
练过多次，这个得分率实在太低。同一知识点，反复练习，
多见题型，非常重要。

第6题筛选“始祖鸟”的相关信息，6人选错，得分率91%，证
明学生基本阅读能力比较好。

第7题筛选“始祖鸟进化”的相关信息题，17人选错，得分
率75%，学生对于原文的“模棱两可”和选项的“斩钉截铁”
之间的差别，还缺乏认识。

第8题内容分析和概括题，26人选错，得分率62%，失分原因



同第7题。

第9题推断题，23人选错，得分率66%，选项中的“最理
想”“一定会”“最早的”混淆了判断，而d项设题有疏漏之
处，“还不能”的结论也只是建立在“人们推测”的基础上，
不够严谨。

第10题文言实词，10人选错，得分率85%；第11题3人选错，
得分率96%这两题难度不大，得分情况较好。

第12题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33人选错，得分
率51%，“在洛阳有良田美宅”迷惑性较大，而“对自身际遇
的感慨”又藏此文转自得较深。文言阅读教学，需兼顾字词
及整体理解，考试时尤其不能忽略细节。

第13题文言翻译，第一小题平均得分28，得分率93%，第二小
题平均得分33，得分率82%，第三小题平均得分27，得分
率90%，显示了学生文言翻译已基本具备“踩点意识”。

第14题诗歌鉴赏题，第一小题描述赏析画面，平均得分25，
得分率63%；第二小题抒情特色辨析，平均得分24，得分
率61%学生还缺乏诗歌鉴赏术语的积累和运用经验，需经过高
二的系统学习才能真正上台阶。

第15题名篇名句默写，平均得分53，得分率89%对于失分原因，
需排查学生，落实措施，补好漏洞，该记的记牢，该一笔一
划写规范的就写规范。

第16题比较“绿色”的特点，平均分39，得分率97%

第17题关系分析，平均分35，得分率84%

第18题语句阐释，平均分48，得分率80%



第19题结尾语据分析，平均分36，得分率90%

这四个题区分度并不大，但不得不承认文章选得很好。在散
文阅读教学过程中，需告诫学生，一定要联系上文有关内容，
找出与题干匹配的主要信息来思考。

第20题补写省略号的内容，平均分085，得分率21%因这题紧
贴课本，失分如此严重，证明在教学中对课本的关注还不够。

第21题仿写，平均分3，得分率75%今后练习关注准确的表达
就可以了。

第22题拟标题并提忠告，平均分22，得分率55%部分同学忽视
了题干中的“给矿主”信息失分，而阅卷时对不同大案的宽
容度也不够。

第23题作文，平均分45，得分率75%。失分主要原因是审题意
识不强，扣“心窗”不准确。表述过程中只会堆砌素材，导
致空泛无生活内容。

前五题的语言基础题不能忽视，还要强化，错误率高的学生
可以反复做题研究找出命题规律和解题方法，提高正确率。
文言文翻译中暴露的问题很多，有的实词积累得少，有的虚
词没有掌握，有的文言句式没有过关，学生的语境意识差，
对策是精讲文言文，让学生反复读记一些典型例句和特殊用
法。文学作品阅读鉴赏涉及的分析表达特色题要补充相关修
辞和表现手法知识：表达方式（叙述、说明、议论、描写和
抒情）、表现方法（想象、联想、象征、渲染、衬托、对比、
悬念、类比）、行文结构（承上启下、起承转合、衔接、铺
垫、照应）、修辞手法（比喻、比拟、排比、反复、借代、
对偶、夸张），一般来说，对表现手法一是阅读后加以确认，
二是会分析如何运用（主要指语言表达），三是能分析说出
它表达上的好处或效果。



到目前为止，学生已经了解了高中语文考试的知识点要求方
向，要提高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需在落实课文解读的基础
上，又在应试技巧上下点工夫。平日要精选习题，对出错的
题进行解剖分析，让学生去分析评分标准和标准答案是怎样
得出来的，使学生了解正确的解题思路，掌握思考分析问题
的方法，熟悉规范答题的表达要求。指导可以把学生写的答
案和标准答案进行比较，让学生分析有哪些差距，可以得多
少分，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做一次，看提高了多少得分。指导
可以和学生面对面的沟通，一起寻找失分的原因，分析提高
的方法。

本次作文反映出来的问题较多，审题意识不强，题目不好好
读，没有完全读懂题目就下笔。不少作文的内容空洞，缺少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没有来自现实的生动新鲜、生活气息浓
的材料；运用材料过程中，很少对材料作分析，特别是不能
把材料和所给题目合起来具体分析说理，导致扣题不紧，说
理无力；文体意识和语言规范意识也较差。指导学生选准对
象，研究几篇适合自己写的高考满分作文，从中借鉴手法和
得到启示；读一些简短的美文，尤其要熟记带哲理的精彩语
句。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在20xx—20xx学年度，我担任高一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在
这一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把教学重点
放在了阅读教学上。

这一学期的课堂阅读教学中，我还特别注意留给学生尽量多
地读课文的时间，要求自己做到“且慢开讲，且慢启发”，
慢慢改掉以往为赶教学进度置学生的感受于不顾的教学套路。
语文学习是一个体味、浸染的过程，不能快节奏，必须让学
生保持宁静、平和的心境，这样才能保证对课文的独立阅读
及对问题的独立思考。以往的阅读课上，我总是先布置思考
题，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这样，学生读的方向、思



考的重点就明确了，教案预设的教学目标也顺利达到了。然
而不足的是，教师的问题在学生的头脑中先入为主，造成了
思维的定势，严重地干扰了学生独立自主地阅读，无形中剥
夺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学校教学中形成的一个怪圈，就是中学师生天天
用，天天练语文，可是最缺乏成就感的学科却是语文，没有
多少学生敢说自己语文学得好，没有多少语文教师敢说自己
的语文教得多好。

这一学年度我是从高三下到高一年级的。从高三到高一年段，
语文教学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教学对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因为高三学生的学习状态是十分投入十分积极的，毕竟
他们面对自己人生的关键选择。而这届高一学生，对于他们
而言学习似乎是个负担，他们对学习没有什么热情。

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我接手开始。我总在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建立起积极学习的
状态，提供了很多可以执行的学习方案，但从实际的'教学过
程和教学效果而言并不是很理想。

我在反思：到底是我的教学不够生动有趣，还是教材缺乏吸
引力，还是这些学生早已厌倦了语文学习？我至今还不敢轻
易下断言。因为高一（10）班的学生，有十几个学生的语文
学习状态我是比较满意的，我从这一学年度一开始就布置的
那些积累知识、背古诗、读名著、练字、增加阅读量这些工
作，他们基本上始终都能够保持高度的热情，而且能够坚持。
而高一（11）班的学生相对就要差些。

但另外的学生分了好几个层次：有一部分是知道怎么读语文，
但并不愿意花时间，认为考试前突击很有效，平时能够偷懒
的，尽可能偷懒；一部分是根本不怎么学语文，因为他们认
为语文不读照样可以学好，反正这么多年的语文学习都熬过



来，尽管成绩不理想，不是照样过日子？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毅力不强，总是坚持没有几天就放松了，老师提醒他，自己
也知道不好意思，但是这种学习习惯，长期养成的惰性很难
改变，尽管老师鼓励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真正触
及灵魂深处的那根弦，这些学生事实上他们也很痛苦，而教
师面对他们的反复，不能不打起百倍的精神经常提醒帮助他
们，尽管知道非常累，尽管知道这样做并不一定有效，但我
还是坚持做。

于是我在想：也许是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很好的理解学生学
习心理状态，也许是对语文教材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还没有到
一定水准，也可能是学生本身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
得这届高二学生的语文学习的热情不高，极为被动。

也许下一学期我得得调整教学思路，改变教学策略，尽可能
降低教学要求，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点兴趣和成就感，
也许才可能逐渐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水平和热情。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在备《怀念母亲》一课时，我感觉到这篇课文中作者对祖国
和母亲浓烈的情感学生并不容易体会，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
如果没有特殊的阅历，也未必能深刻的体会出这种撕心裂肺
的痛苦，所以教学时我采用多种有效方法，最终让学生的情
感与作者相融。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红润
的眼圈打动了我的心，这节课让我思潮腾涌。

一、     借助课外资料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这篇课文的语言富有跳跃性，学生理解有困难。例如课文中
有一句：“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
学生都以为作者没能实现的愿望是没能随母亲于地下呢。
（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两句话之间的句号）同时学生对作者



对母亲和祖国的浓厚感情缺乏现实体验，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文章，我适时地声情并茂地朗读了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
悔》，他们从资料中明白了作者没能实现的愿望是大学毕业
后，立即迎养母亲，这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体会到了作者内
心的悔恨——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自己的母亲。在这份
资料中还写出了母亲对他的思念：“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
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学生体会到母亲临终前没见到自
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内心多么痛苦，从而也感受到了作者内
心的遗憾，理解了母亲离世成了作者的终天之恨。作者内心
因无法尽孝而产生的愧疚，自责溢于言表。

二、     结合自己的体验丰富学生的认识

这篇课文引用了作者的一些日记，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夜
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
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
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每
每读到这儿，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的涌出来，我深刻地懂得
作者的这份思念。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自己逝世多
年的母亲，一边享受与她在一起的快乐一边感慨：“有爸爸
妈妈真好！”接着是悲极而泣，竟从梦中哭醒，再闭上眼睛
回味时，却再也找不着那份感觉，母亲的面孔也模糊起来。
白天一想到那个梦就泪流不止……当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
们听时，他们个个黯然神伤，课文读得低沉，他们真的感觉
到我和作者内心的痛了，我用自己的体验将他们带入情境中，
丰富了他们的感受，与作者产生共鸣。

三、     结合教材渗透德育

在讲到作者无法实现的愿望时，我除了引用相关资料，还借
鉴了古人的一句话对学生进行孝敬父母的教育——树欲静而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何等的遗憾！我对他们
说：”前人不知后人之事。“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
么，所以应该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天，孝敬父母，体贴



父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让自己的.父母享受快乐和幸福，
就会避免作者那样的遗憾了。听了我的教导，我看到一部分
孩子神情凝重。我想他们一定会身体力行，孝敬父母。我不
敢奢望每一次教育都会打动孩子的心，但是只要每次教育都
有人受益，我们的教育就一定会硕果累累。

四、     抓住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行为教育

我们班的林君政平时不爱严格要求自己，常常不完成作业，
每次教育，效果并不明显。今天上这节课时我惊奇地发现他
的眼圈多次湿润了，站起来朗读课文时那浓浓的情感不是单
靠声音表达的，而是用心读出来的。特别是读到：“我想起
自己长眠于地下的母亲，真想哭！”时，我们的心都被他的
朗读感染，眼泪险些落下来。课下我真诚地与他交谈：“这
节课你真的是用心学习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孝敬父母
的好孩子。可是你知道孝敬父母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吗？那就
是帮他们做事，实现他们的愿望。你知道你父母的愿望是什
么吗？”“我能好好学习。”“对，就是把你该做的事做好。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对你父母最好的回报了。”一番
交流后，他的眼神变得坚定，那是他的决心，我知道我的话
打动了他的心。下课后他自己主动补作业……我真希望他能
牢记我的教诲坚持下去。

一节课，我和学生都沉浸在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中。当我的心
充满感动的时候，学生也真情涌动，这时的教育既事倍功半，
又是一种艺术享受，真好。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九月份语文教学反思。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1。抓住关键，从教师教学入手，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诱人的情



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采用学生感兴趣的，熟悉的形
式巧妙的引入课堂。可以有效地激发学习兴趣，激活课堂气
氛。比如，讲解诗歌鉴赏课时，我先从分析《东风破》，
《菊花台》这些流行歌曲的美妙之处开始，引起学生的向往，
再讲解诗歌鉴赏知识，学生学习的效果便很好。这种以俗解
雅的方法，在教学中显得轻松风趣，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复习
语文的兴趣。“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教的东西。”语
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真的能化“压力”为“魅力”，让“学
生喜欢你教的东西”，学生学习语文的消极心理就可逐渐消
除，而走向积极。

2。 必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变被动为主动。挖掘学生
的潜力，激发和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课堂上有自
主的学习与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比
如每节课在课堂上我都让一两个学生上台发言演讲，然后再
请一两个学生上台针对同学演讲发言，发表评价。还有在自
读课文的教学中，尽量以问题形式让学生充分讨论，共同解
决。这样就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有主体参与的
感觉，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充满着活跃的气氛，
个个踊跃讨论，积极发言。但在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中，要注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让学生掌握分析解决问题
的方法，掌握阅读分析的方法要领，改变旧的学习状态，不
是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是主动地掌握和运用知识。
3。培养学生的几个小习惯。

其一，记的习惯。掌握科学的记忆习惯。科学的记忆方式，
无论是联想法，还是其他，记住一条，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把记忆和时间联系起来，考试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其实生命
的基本单位不是时间吗？一定把学习任务和时间联系起来，
而且要及时复习，语文不是短时间能出成绩的，但是不要以
为一次的好成绩，就忘乎所以。

其二，爱读书的习惯。读中外名著或伟人传记，不要以为名
著就是买来放在那里看封面的，而伟人传记，则体现了语文



的人文性特点，旧时的说法文以载道是之。培养健全的人格，
而且学生那个年龄可塑性大，伟人的感染力、教育力，学生
与大师为伍、与伟人为伍的时候，很多教育尽在不言中，一
旦形成习惯，学生会终生受益。从应试来说，也有其现实意
义。

其三，动手的习惯：就是写的习惯。很多的学生背诵了不少，
口中的话滔滔不绝如绵绵的江水，可是写得时候却如挤牙膏
一般，那么平常就写写日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通过日
记可以看出一个学生很多方面的问题。不要以为大作家都了
不起，其实还不是都写出来的。

其四，向别人学习的习惯： 善于向别人学，甚至要会“偷”
学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终身学习的好习惯也要有的，现
今的竞争，让我们不再有“铁饭碗”了，而从实际来说也是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其五，怀疑，好问的习惯。改编一个笑话，为什么嘴在耳朵
前面啊，就是让你问的，让耳朵在后面好好听的。

4。 注重语文的渐进性，通过设置阶段目标，带给学生成功
的喜悦。信心是人们完成任何一项工作的重要心理因素。信
心对于高中学生更为重要。高中考试频繁，情绪波动大，一
旦哪门学科有两次考试“滑坡”，马上就自暴自弃，这时，
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改善学生作为学习者的自我概念是非常
有必要的。从简单问题开始，如注音、改错别字、找反义成
语、名句默写等，容易得分，甚至容易得满分，使学生的自
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再逐步过渡到现代文阅读、诗歌鉴赏、
作文等难点上。使大部分学生排除了畏惧心理，从而，提高
成绩。这样学生在阶段学习中有了收获感、成就感，尝到了
学习的甜头，他们学习语文的胃口就会增加。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
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学生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有效的学习



方法，才能融会贯通，终身受益。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变被动为主动的学习方式，是提高高中学生语文素质的基础。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七

阔而又形态迥异的人生奋斗轨迹和生命的选择；学习《近代
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飞向太空的航程》对人类孜
孜不倦地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而感到由衷自豪；在名著导读
中，穿越时空隧道，与孔子、巴金、雨果、狄更斯进行思想
的对话，借他们的智慧之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旅程。

当然新课改对备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目标的设定由
单一统一目标变为多元多层次目标，让学生在知识能力、情
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提高；备课时的知识准备要更
充分，更重要的是备学生的可能，尽可能多的把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在内，选好切入点和提问方式，
把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作为我们备课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与教学方式的提高。

新课改的教学方式，以学生自主建构为特征。《课程标准》
建议指出：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人。语文学习应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
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
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在教学方式的转变中，新课程特别
将"自主、合作、探究"作为重点进行倡导。

由于课程改革刚刚开始，一开始我们对课程的认识还不能很
快到位，即使认识到位了，实践也不能很快地跟进，也有过
误区。比如说，偏面地认为"新课程的课就是要新"，于是在
课堂上花样百出，有时课上强调所谓的"自主"，而学生实际
都是在教师的组织下进行活动，他们非常"忙碌"地，兴致勃
勃地交流着、汇报着、表演着……而学生并没有时间进行思
考。一讲"合作"就是"小组"，什么课都是小组讨论，什么内



容都要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而很少考虑讨论的价值。再
有有时，合作是合作了，但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合作过程
是简短的，讨论研究是匆忙的，因此，学生往往拿不出什么
结果或结论，感到非常茫然。

通过校内的跟踪听评课以及教育学院的展示课，我们及时反
思，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一误解是与我们对新课程标准的精
神领悟不到位有关，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肤浅与浮躁，甚
至于有些急功近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
多种方式体验"，应该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正确的价值取向，
一切脱离学习内容、违背语文特点、不符实际的、节外生枝
的体验，应当慎重。自主学习，应该在于学生有充分的时间
读书，有足够的空间思考，有较多的机会实践。在这个前提
之下，在面对相同学习内容的情形时，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
方式、学习的伙伴，以饱满的情感来展开学习活动，才能将
自主学习落实到实处，避免虚假的自主在课堂上的出现。合
作学习要以自主学习为前提，在经过独立思考后进行合作学
习才有效果。真正的合作学习，必须要用在刀刃上，用在突
破学习的难点上。而不是为合作而合作。合作学习是通过多
人的头脑在讨论中碰出智慧的火花来解决有一定难度和深度
的问题，而不是一般问题。因此，合作学习的组织，也必须
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积极发言，
从而得以发展。同时不要一有问题，就组织学生探究，如果
探无可探，以学生的实际究无可究，还是结合传统的讲授为
好，要把"实"与"活"结合在一起，把"预设"和"生成"结合在
一起。

半年的课改实践，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少（也许是我们对课改
理念认识得还不够深入、透彻吧），但我们相信，课改之路，
虽有荆棘，但沿途的风光无限。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想法，
但为人师的我们还是在课堂上充满爱心、竭尽所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智，力求符合新课程的要求和目标，并且相信，
无论如何，课改都将有益于孩子们的成长、发展，都将促进
教师的不断学习与提高！



九月份高一语文教学反思总结篇八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篇文
章，我听过许多老师讲过公开课。可以说，几乎每个老师的
讲法都不一样——有的着重于品味语言;有的偏向于体会作者
的感情……听得越多，便越觉得这篇课文不好讲，尤其是要
讲出这篇文章的精妙之所在，真是难上加难。

一篇文章的学习，不可能种种能力面面俱到，只能突出其中
一两个能力的训练。这就要求教师突出重点，“小切口，深
挖掘”。

这篇课文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于语言运用的理解。
语言文字可以表现多种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摄影
美……如何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体会到这些美呢?选取什么样
的切口呢?我陷入了深思。

一段《神秘园》中的音乐飘了过来。是的，美妙的音乐能给
人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其实，美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审美
功效。艺术是相通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引导学生动用
他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感觉、凭借他们丰富的想
象力来体会这篇文章的美。

在讲文章的第四、五自然段的时候，我发动学生动用所有的
感官来欣赏这两段文字，然后问他们：“在这两段文字中，
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又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作者什么
样的情感?”同学们读着、讨论，教室里非常热闹。

把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推向高潮的，还是关于第六自然段的
讨论。我先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种艺术形式来
表现第六自然的内容，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是画?是
音乐?是舞蹈?还是别的?”大家的回答比较一致，都认为应选
择一幅画来表现这段文字所传达的内容。我的下一个问题接
着来了：“绘画有很多种类，按照表现技法的不同，可以分



为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画和水墨画等等。如果你是
一位画家，你会选择哪一种绘画技法来表现这段文字呢?为什
么会这样选择呢?”

“素描!”一个声音很快地响起。

“来，来，你说说看，为什么选素描呢?”

“因为素描画简洁。第六自然段描写的景物不多，就只有树
和山，如果用别的画来表现，画面就会显得比较杂乱。”

这个心直口快的孩子很自信地坐了下去。教室里忽然一片寂
静。有的学生在点头，有的学生却皱着眉在摇头。一只手高
高地举起来，是个秀气的女孩子。

“老师，我觉得素描画不好。因为素描画的线条太硬，层次
感、黑白对比都非常分明。但这段文字所表现的内容很朦胧，
很含蓄。您看：树色阴阴象一团烟雾，远山也只是树梢上隐
隐约约的一带远山，树与山的界线是不分明的。所以我觉得
用素描画不好。”

“那你认为用什么画比较好呢?”

“用水彩画吧!”她想了一会儿，“因为水彩画比较适合画景
物，它能表现出景物朦胧、含蓄的美”。

“不对!不对!”这个孩子的话音未落，另一个反对的声音响
起来，我点点头，示意他发表他的观点。

“水彩画的颜色太明丽，一般用来表现白天的景物。这段文
字写的是晚上的景物，色彩哪有那么鲜艳?”

我又问：“你说说看，用什么种类的画表现要好一些呢?”

“我还没有想好。”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头。



“你学过画吗?”我问。

他摇头。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凭感觉!”

哦，感觉!好玄的词儿!这不正是语感吗?

“好!班上有同学学过画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如
何?”

一个男生很神气地站了起来，还故作姿态地清了清嗓子。大
家都笑了。

“我觉得用中国的水墨画比较好，水墨画色彩淡雅。在这幅
画中，可主要选取黑墨，通过墨的深浅来表现远山近树的层
次。水使墨荡开，使山与树的界线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状
态。而且，中国的水墨画讲究一种‘留白’艺术。就是整幅
画并不画满，而是适当地留取一定的空白，给欣赏者一定的
想象空间。因此，中国画最适合表现空灵、含蓄的意境。而
未自清先生在这段文字中表现的淡淡忧伤与落寂，也就
是‘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句话，通过整个画
面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教室里安静极了，接下来便是雷鸣般的掌声。讲得多好啊!我
们的学生总会有让老师惊奇的潜质。我从他的一番话中知道
了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的回答让这节课更加精
彩了。

同学们都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话十分有说服力。上课，
并不是简单的老师教、学生学的过程，而是汇聚了许多闪光
点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过程。



我想，我应该把这节课记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