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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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一

在口语交际课中，不断会出现老师在备课时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需要老师有高度的灵活性，很多情况下不能单纯用“好”或
“不好”来判断，这时最好用模糊评价。比如：课堂上拼完
图后，要求学生介绍自己的图是如何拼成的。赵卓航拼的小
猪实在不好，可以说比较难看，但是他表现的欲望很强，一
定要上台来介绍他的拼图。为保护他学习的积极性，我就让
他上台来介绍。听了他的介绍后，我发现他介绍得很有顺序，
而且说得很清楚，但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做事太潦草是不好
的，我就请了一个想举手发言评价的学生对帅他的拼图提出
看法，那个学生说：“为什么你拼的小猪两只耳朵颜色不一
样?为什么小猪只有一个鼻孔?你拼得不好看。”赵卓航半天
不做声，接着来一句：“我拼的小猪是神猪!”同学们哈哈大
笑。这时我只表扬他说清了自己的拼图，而不去说他拼得怎
么样，也不说评价的同学评得怎么样。这时我采取的就是模
糊评价，既保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让学生明白做事应
该认真些，效果很好。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发言了，首先出炉的是“和平委员”，原因是开学这段
时间课间疯打的不良风气又悄然抬头了。说实话，作为老师
我也发现确实需要这么一个管理者，但还在酝酿。但学生早
想到我前头了，我甚是欣慰，他们更加有责任心了。学生随



后的发言更是让我一直沉浸在感动、愉悦之中。“安慰委员、
新闻主播、开心委员、开创者”这些我在以往任何一次班委
推选上都不曾出现的职位在我们班闪亮登场了！说到设置新
闻主播的缘由，孩子们侃侃而谈，“现在老师不是每天都让
我们记录几条有价值的新闻吗，我建议让陈奕源当我们班的
新闻主播。他既严肃而又不死板，还知道很多趣闻，语言活
泼能将枯燥的新闻播得有滋有味！“这让我想起在湖南卫视
看到的晚间新闻主播，确实与中央台的新闻相比，看了后让
人轻松。”而“开创者”其实就是负责开门的同学的美称，
原本我已安排了一个学生，而学生们这次多人推荐了一个不
大引人注意的孩子。这个孩子性格内向，各方面表现一般，
我曾多次寻找机会表扬锻炼他，希望他能变得大方自信一些，
但效果却不明显。学生说到选他的原因自然是他每天都来得
最早，说到这我不觉一阵脸红，有句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由于我的'高高在上没看到长期以来他的这一表现，
也许长期以来他的自信也就总是差这么一点点的肯定。我当
即采纳了学生的提议，并给了这名新增的“开创者”一个微
笑，大家发言时他低垂的头此刻终于抬起来了！

一堂课下来，我想“以人为本”不就是这样吗？尊重学生的
意愿其实更多的不是也尊重了自己吗？我感谢我真诚的学生
们。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三

听了冯娟老师的口语交际课以后，使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本
节课中，充分体现了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教学策略，关注
了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
生能主动的学习，独立思考，自主提出问题，学生有自己独
特的思路，使每个学生有表现欲望，敢于坚持质疑问难，敢
于标新立异，有竞争意识。

今后将如何使思品这一学科教得更好，谈一谈自己的感悟。



首先，针对每一节的'内容要让学生向课前、课后开放。比如
摘抄一些相关的格言警句、故事、先进的事例及歌曲，这样
不但充实了教学内容，同时还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另外，
思品课枯燥刻板。如何使这一节课生动有特色，教师就应在
课堂组织形式上下功夫。

例如，导入部分，要让学生主动接触课题，大胆猜测，提出
问题，造成悬念，激越遐想，产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思品
课上，应改变以往的一问一答，甚至于教师自问自答，学生
缺少了自我表现欲望，竞争意识。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四

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进入三年级学习习作，最近一连串两
篇习作安排的都是写景文。习作3配以一幅黑白图片，请学生
涂色，再写一写图中景物和添加的动物，这应该是看图作文；
习作4是写一处秋景。

低年级的看图写话中经常有写景物的训练，三年级的写景文
应该与一二年级要求不同。差别在于：低年级写片段，三年
级写全文；低年级把话写通顺，三年级遣词造句的水平要提
高；低年级写作顺序可以不明显，三年级谋篇布局要设计。

实际教学中，不同学生作文能力差别很大，有的二年级孩子
能写出三四年级孩子才写出来的作文，有的中高年级孩子下
笔还是大白话，书面语言能力极差，积累的词汇量小，思想
情感贫乏。以最近执教的两篇写景文为例，有的孩子文思泉
涌，一点即通，课堂上即能完成一篇质量上乘的习作；有的
孩子手把手也教不会，花几倍时间也挤不出几个一段话来。

反思两节习作指导课，采用的都是以说助写的方法，观察景
物，你一言我一语，集思广益，会表达的学生在交流中提升，
不会表达的学生在交流中学会。以习作4为例，写一处秋景，
课堂上，我们师生一起合作进行口头作文，内容就是校园的



天井秋色。这是学生最熟悉的一处景色，天井中有十二棵银
杏树，也是秋天极富特色的标志之一。怎么写这一处景色呢？
先给了学生一个观察顺序——由远及近。有的孩子马上说：
远看，银杏树像一朵朵黄色的云。这是模仿课文《做一片美
的叶子》中的语句，无论贴切与否，都应及时肯定，习作就
是从模仿开始。类似的说法很多，问题是大家都只能说一两
句，这时就需要指导孩子们怎么说长，说长的前提是观察具
体，我提示学生思考大树生长的环境和周围的景物等，相互
补充，就能口头作文一段话了。近看，能写的东西更多了，
树叶的颜色、形状，起风、雨天的树，树下的小草、盆栽，
再想象可能飞来的小鸟，各类昆虫等。校园的天井院子景物
很单一，经过指导，不少孩子居然能写出颇美丽的句段，可
见交流是一种好方法。

写景的口头表达指导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教孩子说有水平
的话。写景状物，词语的使用，句式的选择，能看出学生的
书面语能力。以写银杏树叶为例，有的描述就是口语式的大
白话，或低年级孩子水平，如：金黄的树叶像一把小扇子落
下来。我不断要求学生说有水平的话，用上腹中积累的优美
词语，有的孩子会把“金黄”换成“金灿灿”、“满目金
黄”，有的孩子会把句子变成“秋风一吹，金黄的叶子宛如
一把把金灿灿的小扇子，飘呀飘呀，飘落到院子里的各个角
落”。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五

口语交际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如
何在生命化课堂教学中，使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得到培养呢？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多给学生机会，
激发其表达的欲望，把握契机，有步骤地进行指导，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就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在
交际过程中培养了他们想说、敢说的心理素质和语言的适应
能力，形成了良好的口语表达习惯，为今后学生的语文素养
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刚开始接触口语交际时，认为就是口语交际，在多次教学后
才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口语交际，要想上好口语交际课是要
动一番脑筋的。

孩子们肯定会说，小敏，别难过了，你妈妈很快就会好
的……但什么样的话语才能打动小敏呢？这就需要老师加以
引导，安慰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为别人出谋划策，
语言真心实意，要委婉动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安慰的作
用。

口语交际时听与说双方互动的活动。在口语交而这项技巧和
任何技巧一样，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因此，在教
学中，强调对学生“听”的要求。首先，在课前的“拷贝不
走样”的游戏中，让学生体会到“在听别人说话时要注意仔
细倾听，把话听清楚。”而后，在交流课余生活的环节中，
当有学生上台介绍展示自己最喜爱的课余活动时，我都要求
其他同学仔细倾听，若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
的，听完后可以提问际中，倾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巧。只
有仔细听别人的话，才能去从容应对，这样交际才能成功。

口语交际的训练既可以结合课堂教学、生活实践进行，还可
以根据需要组织专门的训练活动，它的训练方式是丰富多彩
的，训练的时空也是不受限制的。

在口语交际教学中，只要准确把握教材，合理利用教材，创
造宽松、愉悦的交际环境，就能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从而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口语交际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口语交
际水平，为全面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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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六

班级公约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实用性的文件。班级
是学生温暖的家，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多么快乐！每一个学
生都是集体的一员，集体的目标靠大家共同来实现，集体的
荣誉靠大家共同来维护。所以班级公约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同一种强制约束的工具。讨论商定班
级公约的过程，既是提高学生认识的过程，又是锻炼学生语
言概括能力的过程。

课始，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公约：公约是集体共同制定的、大
家共同遵守的约定。为了让集体更文明，班级更美好，我们
可以针对班中存在的问题制订班级公约，通过班级公约的形
式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督促我们改正不良的行为。

一切都是在真实的情境中，在学生思想的原态中进行的，学
生能说真话、吐真情。安排学生四人小组进行合作讨论。学
生根据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取长补短，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合作
交流的能力，真正体现了合作学习的优越性。

通过班级公约的制定，学生不但学会了有关应用文的知识，
而且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沟通了同学之间的看法，更重
要的是促进学生懂得了更多的道理。培养了学生科学、严谨、
求实的品质。

课后我把学生制订的公约进行整理，张贴在班级醒目之处，
并请学生签名。在情感上，学生能够接受班级公约的制定活



动，并有按照班级公约规范自己言行的意愿；在行为上，大
部分学生能够表现出符合班级公约的行为。

表演课本剧口语交际教学反思篇七

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正确把握“口语交
际”的目标和内容，研究“口语交际”的教学方法，对贯彻
落实《语文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意义重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口语交际是
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言语活动。这种言语交际活动，离开
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进行。因此，进行口语交际教学，要重
视创设情境引入话题，激发学生的交际兴趣。”下面这一教
学片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

教学《有趣的游戏》一课时，看到学生在操场上玩得不亦乐
乎，于是我就临场大胆地决定抛开场地的束缚，尝试让学生
走出教室，在玩中、在游戏中进行口语交际。

爱玩是每个儿童的天性。一开始，我就让学生自由选择、组
合玩各种游戏。然后，及时地发表意见：看到小朋友玩得这
么高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班级能不能来举办一次游戏节
活动呢？这样，就可以邀请其他班级的小朋友参加，让他们
跟我们一起分享游戏的乐趣。此时，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
分的调动。个个“耶、耶…”蹦啊跳啊…这时，我作补充道：
要把游戏节活动办好，可得好好准备准备。我建议，这节课，
我们先来做第一项准备工作--评选最有趣的游戏。学生一听
这节课的任务是游戏，个个兴奋得手舞足蹈，参与热情得到
了充分激发。

此片断，既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又可
以唤起他们强烈的学习需要，使其进入积极主动的状态。与
以往的教师揭示课题，让学生看图说说有趣的游戏相比，我
想其效果会大相径庭。生活是口语交际内容的源头活水，只



要处处留心，做有心人，必能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