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念故乡教学反思(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一

新修订的语文大纲在教学目的中第一次提到要“丰富语言的
积累”。我想，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语句规范，是学生语言积累最好的素材。同时，积累和运用
是相辅相成的。积累了自然要运用，在运用中加深理解，在
运用中强化记忆。运用又需要以积累为前提，没有语言积累，
谈何运用语言！语言积累多了，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出
口成章、下笔成文也就不足为奇了。积累为了运用，运用加
强积累。似乎可以说，正是由于运用语言——包括词语的检
索提取，词语句式的整合，在一定的语境中，语流、语调、
语气、语速的确定等等，使语言更具生命力，更具有交际价
值，更具有表现力。不仅有巩固积累的作用，而且具有增殖
作用。

因此，我在设计《啊，故乡那轮明月》这一课的教学活动时，
作了这方面的尝试

在整体感知课文后，学生感受到故乡的月夜是“美”的，此
时，如果单纯让学生找出课文中描写故乡月美的语言交流后
进行机械的记忆学生既感到枯操乏味，同时又不能达到运用
目的`，这些语言最终还是不能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因此，
我以第三小节为突破口，设计了以下的说话练习，让学生运
用课文中的语言练习说话。



仲夏夜，我漫步在海滩边。只见____________，我感
到_____________。我继续____________________向前走去。

我对学生提出了循序渐进的要求，首先看着书完成练习，课
堂上学生很快完成了这个要求。接着，我要求学生不看书完
成，这是一个将书本语言内化为自己语言地过程，是我设计
这个练习的目的。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又出色地完成了，其他
同学在这些同学的带动下，也完成了。最后，我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带有感情地完成这一说话练习，由于学生已经将这
些语言内化自己地语言了，已能感悟到其中蕴涵的作者热爱
故乡，思念故乡之情，因此完成这一要求并不感到困难，当
我听到同学们声情并茅的朗诵时，我欣慰我这一设计成功了。

在学完正篇课文后，我还设计了一个说话练习：

故乡的那轮明月总是最美的，她时刻萦系着我思想的心。像
一个色彩斑斓的梦，看一眼，都让我如痴如
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学生用文中优美的语句对故乡的月夜进行描述，可以对
一个季节描述，也可以对四个季节作一番描述。原来设计时，
我估计因为我班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总体不高，很多学生最
多选择一个季节进行描写。但在课堂活动中，学生的表现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对四个季节进行了描写，
让我再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课文学完后，学生对这片课文中描写月光的语言有了一定的
积累，也能根据教师铺设的“桥梁”运用这些语言。但在平
时的写作中，需要学生能够灵活运用这些语言，这就需要教
师创设一定的语境，引导学生学会对这些已经积累的语言进
行选择重组。因此，在教学设计时，我为学生创设了这样一
个情景：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但在上这节课时，正缝过完中秋节，于是我将练习改为：中
秋之夜，我在小区中散步，。

然后，让学生模仿课文课文3——6小节的任何一节，进行仿
写。因为学生有了亲身感受，又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因此
大部分学生都感到不困难。我发现学生将课文中的好词好句
根据自己的需要都运用到习作中去了。例如，有的学生写到：
“碎银似的月光倾洒在小曲宁静的小道上。”其中“碎银似
的”、“倾洒”是课文中的词语；有的学生这样写：“没有
一丝云彩的夜空中挂着大玉盘似的明月，如银如水的月光倾
洒下来，树叶看上去更绿了，像涂上了一层油。”虽然学生
对语言的选择重组还不够娴熟，但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起步
了，教师只要引导得好，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一定会提高的。

通过这节课，让我得到一些启示，平时在批阅学生的作文时，
总感到他们肚内空空，语言乏味平淡，虽然也让学生作一些
摘抄，背一些好词佳句，但效果甚微，我想这中间可能缺少
一座桥梁，这些*机械记忆的好词佳句无法通过桥梁真真为学
生所用。作为语文教师，一定要善于帮助学生架起这座桥梁，
就从我从学生每天要学的语文课文开始。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由于我认真备课，认真实施，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效
果优秀。针对本节课，我有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
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主动参与是创新学习的前提和基础，是
学生自主学习的一种能力。开课伊始，展示月亮图片，调动
了学生的视觉感受，把学生带进了课文描述的思乡情景。教
学中善于抓住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爱好，创设情境，激发
兴趣，学习课文时，引导学生交流自己望月时想到的诗句和
有关的人、景、事等，通过交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形
成过程，诱发良好的思维情感，激起学生更丰富的想象，体



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堂是学生的天地。学生在积极主
动地参与学习和课堂交流的全过程中，既提高了组织语言和
表达想法的表达能力，又激活了学生的思维，真正把“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一课堂教学的主题策略落实到实处。

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使学生在树立正
确的理想、信念，提高精神境界、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等方
面受到熏陶感染。因此在教学中注意人文性的渗透。如在本
课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作者对月亮、对与月亮相关的.景和
事的感情等，进而感受作者对故乡月亮的喜爱，对故乡的眷
恋，以及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月是故乡明》在板书时不够整齐，课下要多练基本功。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三

终于遇到我熟识的“闰土”了，终于面临不可回避的鲁迅了。

它是一篇小说，但它是鲁迅的小说。许多学生甚至老师害怕
又鄙视鲁迅，把《一件小事》的主人公误认为是车夫，说他
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成为鲁迅
了，写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不难!千万不要忘记人家是
鲁迅，他不是在写车夫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写“我”，
一个知识分子，在五四后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在于逐渐登
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这对于整天想着玩psp的初中学生来
讲那简直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鲁迅的“故乡”是真切的，也是虚拟化的;故乡中的人事既是
发生过的，又是不尽然如此的。他想说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农
村非但没有走上新路，反而是受社会动荡的影响，濒临破产
而民不聊生。愚昧的劣根性又使他们看不到问题的所在，所
以他们只能“辛苦麻木而生活”或“辛苦恣睢而生活”，就
算是来到了城市的“我”也只能“辛苦辗转而生活”。闰土
是最底层的农民的代表，杨二嫂是城镇小商贩的代表，



而“我”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代表，都一样的辛苦，却一样的
落迫。这就不是个人的原因，甚至不是一个群体的原因，那
一定是他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原因。

这让学生明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且，鲁迅不仅是批判，还有憧憬。希望“宏儿”和“水
生”是一气，而且过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新生活。并号召人们：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实际上他想说：大家一
起行动，创建新的社会!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四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主动参与是创新学习的前提和基础，是
学生自主学习的一种能力。开课伊始，播放表达思乡之情的
新学堂歌《静夜思》，调动了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受，诗句
所表达出的浓浓的思乡之情使学生很快受到感染，把学生带
进了课文描述的思乡情景。教学中善于抓住学生的阅读需求
和兴趣爱好，创设情境，激发兴趣，第二课时开课，引导学
生交流自己望月时想到的诗句和有关的人、景、事等，通过
交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诱发良好的思维情
感，激起学生更丰富的想象，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课
堂是学生的天地。学生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和课堂交流的
全过程中，既提高了组织语言和表达想法的表达能力，又激
活了学生的思维，真正把“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一课
堂教学的主题策略落实到实处。

课堂上，阅读教学的主体学生，阅读教学的主要途径是读。
教学中，营造浓烈的朗读氛围，如通过启发性语言创设氛
围“《月是故乡明》是季羡林先生在耄耋之年，在北大朗润
园，通过对故乡月色和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的描写，抒发自



己对故乡永远的思念与牵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去细
细体味吧。”“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感受阅读全文，要把自
己融入课文描写的情景，读着读着仿佛是自己躺在坑边场院
的地上数星星；在古柳树下点篝火摇树捉知了；在大苇坑边
望月游玩；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
澈。”巧妙运用课件创设氛围“多媒体再次出示多幅图
片“故乡的明月”，字幕出示部分课文内容，学生朗读字幕，
感受‘月是故乡明’”，创设情景后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
阅读和感悟，促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充分发展。引导学生在浓
厚的阅读氛围中入情入境，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丰富多
彩、内蕴的意味深长，再通过朗读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读
文的形式不断变化，如默读、自由朗读、指名读、齐读、领
读等，在不断的读、思、议的练习中熏陶情感、发展智力、
增强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提高语文素养。

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使学生在树立正
确的理想、信念,提高精神境界、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等方面
受到熏陶感染。因此在教学中注意人文性的渗透。如在在本
课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作者对月亮、对与月亮相关的景和
事等，进而感受作者对故乡月色的喜爱，对故乡的眷恋，以
及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认为还有不
足的地方。存在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由于本课设计的课外知识较多，在了解这些内容时教师引
得较多。

2.课堂容量偏大，个别地方处理得较为仓促。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五

针对本课特点及本班学生特点,在设计教学时主要突出以下特
点:



教师指导学生有效的自主学习是阅读教学的上镜.教学时,首
先让学生带着上节课的疑问“杨梅果有什么特点?”整体感知
文章内容,在师生交流中梳理文章层次.然后让学生选择自己
喜欢的方式读四五六自然段,在充分读中去发现蕴藏在语言文
字中的作者情感,接着对重点词句咬文嚼字,反复推敲,让学生
借助想象及有感情的朗读等手段理解内容,同时领悟杨梅果形
状、颜色、味道的惹人喜爱,从而体会作者的情感.

近年来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语言的积累与实践运用是人们学
习语文的基本途径.一个人的语言积累,语言经验越丰富,他的
表情达意也就越流畅,越准确,越生动.因此,学习语言应重在
积累,贵在运用.如何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接触和掌握
大量的语言信息,并内化成为自己的语言?教学中,设计时由读
议交流到背诵训练,充分体现了语文之厚积.感悟是让学生情
有所感,理有所悟.教学时,首先让学生通过初读研究,说说自
己读懂了什么,从而归纳出杨梅果的特点,并相机指导理
解“细腻”“染满”等词意.然后我不怕花费时间,让学生再
读再议再悟,读出作者对杨梅果的喜爱之情.这样,学生在练读
中完全置身于课文所描写的情境中,仿佛自己不是在课堂中,
而是在亲口品尝杨梅果,自己已被杨梅果的形状、颜色、味道
所打动.这时,教师抓住学生的感悟追问：“你从读中有什么
发现?”这样将学生的理解进一步引入深层,学生思维活跃,众
说纷纭,把自己在读中新的感悟体会说出.紧接着,教师再抓住
学生的回答,领会作者写作方法.这样,通过一次次的读,一次
次的导,一次次的悟, 学生悟出了品词析句的方法,悟出了朗
读的技巧,悟出了写作方法.

设计中体现“大读书”观念,初读、自由读、体会读、换词读、
练习背诵以及边想象边有感情的朗读,让学生把自己的感受领
悟和体验用自己确认的语气表现出来,增强了情感的熏陶,起
到陶情冶性的效果.教学中,进行删、换、比较重点词语等训
练,让学生认识语言文字的准确,这是语文语感训练之道.叶老
说,课文是个例子,本设计体现了这一原则,把课文当作例子进
行教学,体现了语文教学之本色。



念故乡教学反思篇六

我反复阅读文章，虽然这样的文章自己也已经上了多次，但
是每次总是有新的感受和触动。本教学设计从理念和文章处
理上希望有以下几个突破。

这篇文章很长，一般需要三课时才能解决。但考虑初三教学
时间较紧，我计划用两课时完成。

1、努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学习。到了初三发现很多学生已经
不再参与我们的课堂，哪怕是很简单的内容也不愿意，因此
想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师引导，逼迫这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来，这一点我觉得效果没有我想象的好。

2、努力想让学生思考，尽可能让教师的教授放到第二位，让
学生自主去感受、体会和表达，那样虽然可能不成熟、不完
整，但比教师虽然精彩的分析，实际上效果更好。不过在本
节课中，这方面的目标没有达成，学生的思维容量不够，语
言表达和书面表达训练不到位。

课文解读方面：

1、努力想不破坏文章的整体性，以“悲哀”为情感基调，分
析悲哀的具体原因，然后过渡到环境描写和人物分析来。

2、人物分析想通过学法指导，引导学生再度深入文本，自主
比较分析闰土的前后变化，从而归结人物命运的原因，直至
挖掘文章主题。不过设想虽好，但是操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
之处，导致教学流程不够流畅，学生表现不够理想。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教学切入不够明确，对文章的感情基调的把握，由于学生
未能深入文本，读出自己的感受，仅仅两段文章的朗读，未



能引导学生进入文本，导致时间浪费，教学流程堵塞。

2、学生情感基调的把握，环境描写的作用分析等都没有设想
的那样顺畅，无法进入良好的教学情境。今天的课对人物分
析进行的深入探究，表格形式还是非常有效，精读描写中年
闰土的语言，学生的反应良好，说明细读文本仍是我们语文
教学的方向，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深入思考，在教师的引
导下，让学生说出对文本的独到见解，把语文学习内化为自
己的思想，我想，这将是我今后语文教学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