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求职时的英语自我介绍 英语专业
求职自我介绍(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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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选自《孟子》，文章篇幅较短。上课之前，我先让学生
作了充分的预习，所以课堂预习反馈紧紧用了5分钟时间，学
生预习效果良好。在学习经典文章时，我主张留给学生足够
的诵读时间，明确学习目标、学习思路让学生在学习中做到
心中有数。

我让学生小组合作借助工具书，结合注释理解了文章大意，
理清了文章论证思路，让学生全体参与，全程参与，激发了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学生在朗读中识记了重点字词、字
音；在合作讨论中强化了团队意识，发散了学生的思维；在
诵读展示、表达展示和黑板展示中提高了学生的朗诵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课堂学习气氛浓厚，个个都有任
务，个个都在动脑，培养了良好的语文素养，实现了“把课
堂还给学生”的目标。

让学生补充符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事例时，学
生说得较少，我给学生展示的比较多，以后需要加强这一环
节的训练，这是这节课的不足之处。

以上是我对这一节课的反思，望对以后的教学有所帮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选自《孟子》，文章篇幅较短，要求学生会背会默写，



熟练掌握文本资料。上课之前，我先让学生结合《基础训
练》，作了充分的预习，所以课堂预习反馈紧紧用了5分钟时
间，学生预习效果良好。在学习经典文章时，我主张留给学
生足够的诵读时间，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就明确列出了如下
学习思路：一读课文——初悟；二读课文——分析；三读课
文——积累运用。明确学习目标、学习思路让学生在学习中
做到心中有数，否则学校学习本文就是“无头苍蝇——乱
撞”。

我让学生小组合作借助工具书，结合注释理解了文章大意，
理清了文章论证思路，让学生全体参与，全程参与，激发了
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学生在朗读中识记了重点字词、字
音；在合作讨论中强化了团队意识，发散了学生的思维；在
诵读展示、表达展示和黑板展示中提高了学生的朗诵本事，
口语表达本事和写作本事。课堂学习气氛浓厚，个个都有任
务，个个都在动脑，培养了良好的语文素养，实现了“把课
堂还给学生”的目标。

让学生补充贴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事例时，学
生说得较少，但因为时间紧张，我给学生展示的也比较少，
需要减少其它环节的一些资料，这是这节课的不足之处。

以上是我对这一节课的反思，望对以后的教学有所帮忙。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文章我们在上学期经典诵读的时候学生背诵过，所以我
觉得学起来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事实上，学生对他的题解还
是有些难度的。

这节课我开篇介绍了孟子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权，然后知轻重，度，
然后长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
学生积累下来，然后，让学生自己理解，引导学生积累一下



名言。我让，我才开始学生这篇文章，我问学生还用疏通文
意吗，学生说不用，讲义里都有，于是我带领学生梳理文章
的写作思路。

于是我问他们，如果让你来给课文分层，你有思路吗？学生
微笑着说，没有思路，于是试着引导学生探究这个问题，找
一个程度好的学生来试着说一下，我就带着他们梳理了思路，
引导他们思考，文章开头引用了几个例子，学生都找到了，
然后，我又问他们，作者举这六个例子要说明什么，学生纷
纷纷说明理由，但是只有一个学生说对了，这个问题非常简
单，可是学生就是理解不出来，这个问题花了很长时间来弄
懂它。阐明举例的目的就是文章的第二层次，下面又写了什
么，学生们又是一阵探究，最后，理解，作者是为了更深次
阐明：磨难才能塑造人才。就如古语说得，自古英雄多磨难，
纨绔子弟少伟男。一个人只有在犯错后不断反思，才会努力
去改变，这样才会成长。紧接着由个人联想到国家，一个国
家内部没有坚持法度辅佐君主的大臣。在国外没有与他势军
力敌的外患，这个国家迟早都会灭亡的。从而得出一个结论：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迟旱都会
消亡。得出本文的中心论点之后，引导学生古今中外有哪些
这样的例子，让同学们去思考学习这两篇文章的收获，把这
俩文章的思想进行整合，但是学生思考得没有广度与深度，
这一块我说得比较多，然后，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收获，我
让学生写一篇作文：谈学习这两篇文章的收获。让学生来深
入理解这两篇文章的内容。

我觉得我这节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讲孟子名言时，没有直接
把意思抛开学生，而是慢慢的引导学生自己说出来，今天我
控制好我自己的说话的内容及时间，尽量引导学生自己思考
自己表达他们的观点。我终于学会在教学的过程中，尽量少
引导学生多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去思考，而不是老师一味的
去引导，老师在前面挖坑，学生在后面，我觉得那样不利于
思考能力的培养。今天我感觉我在这方面有些进步了。再有
一点，我觉得我在引导学生思考孟子的名言时，我把这些名



言与我们这两天学得孟子二章联系在一起，有机的整合在一
起了，让学生的知识融会贯通。教给他们方法。

本节课的一大缺憾就是我没有把这两篇文章进行比较，引导
学生比较阅读，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议论文，他们是有可做
比较的地方的，整个课堂的节奏给还是没有把握好。教学思
路有时还是不够清晰，在以后的教学中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的，
我有时自己也发现，我讲课的一大特点就是随意性太强，有
时顾此失彼，让给听课的人一种很散乱的感觉，这是我在以
后的教学中必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我在教学细节中还是太
苛求完美所以对于有些问题的探究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
浪费太多时间，进行大量的无效教学。一味的追问，容易使
学生逼近死活同。使教学近入尴尬的境地，这是我在教学中
必需要注意的。

有些时候，当我静下来思考时自己的教学时，我会发现我的
课存在很多问题，思路不清晰，细节做得不好，没有节奏感，
老师说得太多，不给学生思考的，总是给学生挖坑让学生跳。
没有真正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如果时间倒流，也许我会把更
多的时间用在反思教学上，多读书，来丰盈自己的灵魂。没
有文化功底，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是有一定的难度。

以后严格要求自己，在每个细节中力求做得完美，坚持每节
课后都写教学反思，然后第二天努力去改变自己。这样才能
让自己成长。

前行的路总是艰辛的。我想我会坚持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学反思篇四

接到局通知——前去龙岗乡送教。早闻龙岗烧鸡和辣椒砖特
别出名，尤其“龙岗”是我三年同桌的家乡，一直想去，各
种耽搁，未成。听闻此事，心中甚是欣喜，但是究竟送什么
课，我斟酌再三，决定选一篇同学们第一怕的“文言文”，



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让我们龙岗的孩子能够从古色古韵
的文言文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享受朗读的惬意，领
会“语文即生活”的真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课是部编教材八年级语文上册
《孟子两章》中的第二章，这一章讲的是造就人才和治理国
家的问题。本文篇幅短小，逻辑严密，思想深邃，观点鲜明，
论证有力，气势充沛，感情洋溢，语言精辟，尤长于譬喻，
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送课之前我多角度考虑，
精心备课，又经孟红梅老师的精心指导点拨，达到了预期的
教学效果。现总结如下：

“心中有目标，学习才高效”。首先我带领学生明确本课的
学习目标：

1、掌握重点文言词语。

2、了解孟子语录体散文善于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说理，增强论
证力量的特色。

3、理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增强忧患意识。

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我力争简化清晰，讲求实效，让同学们
迅速领会方向，找到学习本文的切入点。

接下来就教学过程环节，我谈一些自己的教学想法：

1、因今天是周末，我上这节课时，时间已至上午11点多了，
考虑天气寒冷，农村学生普遍离家较远，早起奔波，人困马
乏，于是上课伊始，我先与学生来一个热身小互动，首先关
心学生目前状况然后简单自我介绍：我呢，来自五中，不想
像一片浮云，来无影去无踪，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颗种
子。这颗种子是什么呢？老师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这一
招于第一时间拉近师生距离，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好奇心，接



着利用ppt动漫课件结合诙谐滑稽、抑扬顿挫的语调，以温水
煮青蛙的故事来导入本课:话说，有一只小青蛙，它很顽皮，
整天蹦蹦跳跳，结果一不小心，跳进了一口煮开了水的锅里，
青蛙吓坏了，赶紧纵深一跳，脱离了险境。无独有偶，又是
这只可爱的小青蛙，它又一次跳进了一口锅里，与上次不同
的是这次锅里的水是温的，这下青蛙乐坏了，可以好好洗上
一个热水澡啦，结果洗着洗着，同学们你猜怎么着？我此时
把问题抛给正在聚精会神听故事的同学们，他们顿时来了兴
致，七嘴八舌的说“熟了”、“死了”……,网撒开了，学生
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了，我就赶紧收网捕鱼：青蛙在
开水里逃生，却死在舒适安逸的温水里，这是因为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中找
找答案吧，自然地引入本课。

2、关于课题理解方面，我继续以讲故事的方式取代单调
的ppt课件展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译为“忧患使人
生存发展，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这是一篇说理性文
章，作者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被称
为“亚圣”的孟子，和孔子并称为“孔孟”，他主张“仁
政”“非攻”“兼爱”，反对诸侯的武力兼并，反对暴政害
民，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对后世
仍有积极影响。他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
移”以及“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思想，今天仍然
有积极意义。我们所熟知的“孟母三迁”和“子不学，断机
杼”讲的就是孟子的故事。再次用故事激起学生的热情和对
古圣先贤大学问的向往，引导学生自己从课下注解中默记孟
子的关键信息。

3．学生进入到八年级之后，学习心理发生了新的变化，语文
课堂上自主参与和合作交流学习的热乎劲头“冷”了不少，
以往七年级时那种争先恐后你言我语、大声争辩高潮迭起的
场景不复再现，“问题探究”活动出现不少的“问题”，探
究教学的有效性低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课堂教学我充分
抓住“以人为本”理念，首先向学生抛出两个问题：



（1）、短文中心论点是什么？

（2）、作者是怎样论证中心论点的？请你通过梳理本文论证
思路，填写下列图示。（图示注解：提示四种常用点论证方
法：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文章第一
段开头列举六位名人事例，采用了什么论证方法?由此得出什
么结论?第二段从个人角度论证生于忧患的句子是什么？从国
家角度论证死于安乐的句子是什么?采用的什么论证方法？最
终结论是什么？）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一教学过程充分调
动了学生的合作、探究精神。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合作交流，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他们思维活跃，冲破樊篱，主动
寻找问题，积极探讨问题，最后通过各小组发言人的展示以
及教师点拨最终明确：文章首先列举六位出身低微、经过种
种磨炼而终于身负“大任”的历史名人的事例，进行举例论
证，得出结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人才要在困境中造就”，这段话
属于道理论证。艰苦环境是客观因素，个人的主观因素对能
否成才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于是作者提出“人恒过，然后能
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从个人角度说明“身处逆境需奋发”，正面论证了“生于忧
患”这一观点。接着由个人上升到国家，作者提出“入则无
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从国家角度说明“国无忧
患易灭亡”，反面论证了“死于安乐”这一观点，通过正反
对比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4、《孟子》文章以雄辩著称，大量使用排比句，气势非凡。
那么本课教学过程中，我重点突出了突出了文言文教学“以
读为本”的教学宗旨，在遵循朱熹的“凡读书，需要读的字
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
字”的前提下，使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且形式多样，有
吟读、有研读、有赏读，还有范读、齐读、对读……在读中



感受语言气势，在读中营造这些历史名人身处逆境当自强的
画面感，在读中领悟孟子说理散文明确精辟的观点、清晰严
谨的思路和气势磅礴的语言，在读中推研难题，在读中明白
道理。

5、由我讲故事继而引发为由学生来讲故事。针对这一教学设
想我抛出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你对“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的理解，并另举一两个事例（可以是名人事例也可以联
系自己或者身边同学学习生活中经受了哪些考验，这些考验
对成长有什么作用）来证明这一观点。这一环节，在课堂前
期我的讲故事启蒙和充分铺垫的基础上，引用英国作家萧伯
纳的一段话：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
们每人仍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
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甚至多于两种思
想”，开启学生的讲故事能力训练和分享模式。学生热情高
涨，在三分钟准备后，大家踊跃发言，由历史名人的励志故
事讲述到身边凡人的励志经典，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尽管部分学生语言表述不够完整甚至因紧张激动而略显生涩，
但是他们想表达和敢于表达的愿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此时，
我感觉火候正好，有针对性地进行表扬，并借机揭示我给学
生带来的这粒种子——我们要具有讲故事的能力，我们要学
会读别人的故事，讲别人和自己的故事，从百态人生中悟做
人的道理，领会“生活即教育，语文即生活”的真谛。

6、最后，我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
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
作也的故事，进一步明确：如果身处逆境，也不要消沉、气
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我们迈向成功。并特意赠送
给同学们两句话：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吞吴；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在同
学们热情高亢的朗朗读书声和立志发奋图强的坚定信念中收
束全文，达到了预期效果。



课后与会领导和孟老师、听课教师进行了点评：这节课，教
师的清晰、圆润富有磁性的语言风格极具有带入性，学生和
与会老师能迅速进入老师设置的情景，从一开始的师生互动，
到贯穿于整个课堂的师生朗读，教师情绪饱满，学生热情自
信，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于语文
教学中结合生活训练学生讲故事的能力，培养学生语文素养，
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学然后知不足，攀然后知峰高。在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上，
虽然几经蝉蜕蝶化前的焦灼痛楚，但也从中听到了学生生命
拔节的声音。从中积淀了一点自己的肤浅见解和收获，这星
星之火，成为我专业成长道路上的原动力和助推器，今后，
我要以阅读为成长指明方向，以实践为成长奠基，以研究刷
新成长速度，以超越让成长永无止境。埋头做事，抬头看路，
以身为范，结合实践，着眼于课堂构建，将语文素养呈现于
我的课堂，引领、辐射、带动同学们成就一颗玲珑剔透
的“语文心”。最后，引用一句诗为我的反思做结：路漫漫
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也课存在很多不足：比如课堂检测没有把检测情景公
示一下，只是对里面的一个使动用法和翻译句子略作强调。
还有尽管小组评价的分数摆到黑板上，可是没有汇总，最终
也没有对优胜小组和优胜个人进行表扬。因为在平时的上课
中这些确实都没有做到，自然这次上课也没有改善。课堂上
的时间分配有些前松后紧。这是我平常上课经常出现的问题。
以后还要加强时间观念。仿写句子那个环节没有出彩，估计
很多学生都写出了很像样的东西，可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
得及展示。备课过程中的课文结构分析和资料分析本来觉得
容纳不了。就没有处理，文章开始列举6个事例，都出身贫贱，
都经历了磨练，最终都大有作为，从而得出结论故天将降大
任——————，之后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分析得出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再让学生举一些其他例子，深化主题。对于盘



点收获这个环节，就是让学生解读本文的观点对于他们生活
的指导意义或现实意义，时间关系，没有到达预设的火候。

总得反思这节课，牵动人心的导入、有效问题的设计、言简
意赅的结束语等因素在教学流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教师必
须充分利用这短短的四十分钟完成教学任务，在简洁、精练、
流畅中突出自我的亮点。所以，问题的设计不可太多，当然，
太简单和表层的设计会让你的课苍白无力而又肤浅。所以，
在教学设计中要顾全到深度和广度着实不容易。在以后的教
学过程中，还要多学习，多钻研，多反思。仅有反思，才能
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