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剪纸喜花教学反思(模板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一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这篇课文向学生展示了德国这个
奇特的国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本课教学中我首先抓住“多
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这句赞叹，提出贯穿全
文的大问题，引导学生去研读课文，通过朗读去欣赏感受奇
丽的景色，去理解体会德国这个民族的奇特，然后再理
解“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使学生从中受到启发，有所收获。

反思这节课，我觉得主要有以下的收获：

一、精心进行教学设计，架起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桥梁。

文章能够感动我，未必能感动学生。因为学生的生活经历与
文本有较大的差距，怎样让学生逐渐走进文本，深入文本，
受到感染和熏陶呢？我根据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进行精
心的教学设计，架起了一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桥梁。这节课
总体的设计意图是这样的：

（1）抓关键词句，通过朗读感悟和图片的渲染，感受德国的
民族风情特点。

（2）通过自由朗读课文，抓重点词句的方式，领略德国的奇
丽景色和感受德国民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崇高精神
境界。

（3）通过音乐渲染，资料补充，感受德国民族的“美”。



二、灵活创新地实施教学策略，力求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
统一，凸显教学的实效性。

2、通过反复诵读，层层推进，水到渠成，熟读成诵，在不知
不觉中，积累背诵优美的词句，凸显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3、在体会“自己的花让别人看”和“自己又看别人的花”的
意境中，进而将文章主题升华为“人人奉献美”和“人人收
获美”。

然而，在这堂课中还存在着一些遗憾，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
改进如：

在品味“景色奇丽”时应该先让学生想象德国街头的景色，
之后再让学生欣赏德国街头的美景。使学生逐步进入课文所
描绘的情境，有了切实的感受再来读，学生一定会读得更好。

在重点句的理解上还不够透彻。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本节课最重点的一个知识，
放在本课的课文情景中，学生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学生
不能由此举一反三，把这种良好的精神境界应用到平时的学
习生活中。甚至在拓展练习时，我请学生说说生活中有没有
感受过类似的境界，学生不能够很好的联系实际。

“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在理解这个句子时，
其中的“变化”和“美丽”，学生的表述不够准确。尤其是
美丽，此处的美丽，不只是德国的花美、街道的景色美，更
有精神境界的美，而学生理解时过于表面化。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二

一、自己的语言还不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行云流
水般的自然与洒脱。有些过度的语言还不是很熟练，有些牵



强。对学生说的话，我的评价性语言不够准，不够活。没有
适时地将学生的心灵唤起，适时地激励和唤醒学生的求知欲。
我想我应该丰富自己的内涵，不断的学习、读书，积累自己
的语言。还要倾听学生的回答，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用宽
广的胸怀和博爱去引导学生的思想。

二、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目的一定要明确、正确。不要把孩
子引导有“崇洋媚外”的思想，应该让孩子和文本对话的同
时，和教师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感受德国的
美丽不仅是花还有心灵，学着去做“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中国公民。真正体会系羡林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这
真的更要求我掌握好方向，在充满动感的课堂上，需要我的
心灵时动起来，时静下来。

三、这堂课的目标达成还是不错的，老师比较亲切、和蔼。
学生积极性很高，发言也很精彩到位。自己的教学设计比较
适合自己和学生，条理清晰，抓住文章中“多么奇丽的景色！
多么奇特的民族！”展开分析。学生感受语言、品读语言、
感悟内涵，在朗读中感知文章，感受作者的。心理和心情，
在朗读中感受语言的美丽和写作特点，在朗读中积累语言，
在朗读中与文本和作者产生共鸣！

课堂是不完美的艺术，我想只要感觉轻松、自然、和谐，感
到教师的魅力和学生的激情，就是很精彩的课了，我要在这
方面多努力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12篇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教学反思，希望能够让您对于自
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教学反思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三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
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精美隽永的



短文。作者先点明了德国是一个爱花的国度；然后回忆了自
己早年在德国留学时亲身感受到德国人非常爱花；接着用优
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德国家家户户窗口都开满鲜花的情景，
并抒发了自己的感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境
界“颇耐人寻味”；最后讲述作者再次来到德国，又看到这
番情景，表达了自己旧地重游的感受，即对德国奇丽风景和
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的赞美之情。

这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德国的民族风情特点，
积累优美语言；结合上下文与生活实际体会含义深刻的语句，
使学生在语言文字训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教育。

开课伊始，我通过播放一组德国风光的短片，让学生对德国
有个初步的认识，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后面的学习
德国奇丽的风景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奠定情感基调。

教学时，我在学生自学字词，充分自读达到正确、流利朗读
的基础上，紧扣作者四五十年后到德国故地重游发出的赞叹
来组织教学，引导学生探究：作者在德国看到了一种怎样奇
丽的景色？课文是怎样具体描写的？为什么说是“奇特的民
族”？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学生图文结合想象奇丽美景，并
相机引导学生感情理解了第三自然段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教
学第四自然段时，抓住“美丽并没有改变”引导学生理解感
悟，并进行语句的填空，训练学生表达。教学生学习作者抓
住感受最深的内容学写读书笔记的题目，以及向学生推荐季
羡林的《再返哥廷根》一文，引发学生写读后感或课外阅读
季羡林的兴趣。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四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
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精美隽永的
短文。作者先点明了德国是一个爱花的国度；然后回忆了自



己早年在德国留学时亲身感受到德国人非常爱花；接着用优
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德国家家户户窗口都开满鲜花的情景，
并抒发了自己的感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境
界“颇耐人寻味”；最后讲述作者再次来到德国，又看到这
番情景，表达了自己旧地重游的感受，即对德国奇丽风景和
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的赞美之情。

这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德国的民族风情特点，
积累优美语言；结合上下文与生活实际体会含义深刻的语句，
使学生在语言文字训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教育。

开课伊始，我通过播放一组德国风光的短片，让学生对德国
有个初步的认识，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后面的学习
德国奇丽的风景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奠定情感基调。

教学时，我在学生自学字词，充分自读达到正确、流利朗读
的基础上，紧扣作者四五十年后到德国故地重游发出的赞叹
来组织教学，引导学生探究：作者在德国看到了一种怎样奇
丽的景色？课文是怎样具体描写的？为什么说是“奇特的民
族”？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学生图文结合想象奇丽美景，并
相机引导学生感情理解了第三自然段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教
学第四自然段时，抓住“美丽并没有改变”引导学生理解感
悟，并进行语句的填空，训练学生表达。教学生学习作者抓
住感受最深的内容学写读书笔记的()题目，以及向学生推荐
季羡林的《再返哥廷根》一文，引发学生写读后感或课外阅
读季羡林的兴趣。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五

终于上完了这节学区课。整堂课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沉闷，就
教学目标的达成而言，预设的教学目标算是基本实现。但在
课堂上，学生频频出错的朗读，以及木讷疑惑的表情，都在
告诉我：这节课问题多多，需要深刻的反思。



1、词语教学落实不到位，检查预习不充分，没有及时地发现
学生易读错的语句并予以纠正。

2、在教学设计中，还存着其他不足。比如在“积累优美片
段”这一环节中，一是给学生的背诵时间有点；二是检查时，
缺乏梯度，难度较大，所以学生望而生畏，不愿发言。换一
种形式可能会好一些，比如说用“填空”这一形式来检查背
诵，降低了难度，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3、在教学内容上，没有明确的导向性，可能会误使某些孩子
产生“崇洋媚外”的思想。应该让孩子在和文本对话，和教
师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感受到德国的美丽不仅指
花美还指心灵美。同时，也应让学生了解在我们国家的人民
身上，也有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优秀品质，只不
过表现的方面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这节课也并非一无是处，课前谈话那看似无意的闲聊，
实则为导课服务，使导入比较亲切、自然。整堂课的设计条
理清晰，以文章中“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
这句话为线索展开分析，使学生在朗读中感知文章，在朗读
中积累语言，在朗读中感受作者的心理和心情，与文本和作
者产生共鸣！课堂最后一环的“好书推荐”也是本课的一大
亮点，在师生互相推荐好书的过程中再一次回归主题，揭示
中心，使学生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了更切身的理解
和体会。

剪纸喜花教学反思篇六

在这次备课的过程中，我对课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因为唯
有如此才有可能从课文中找出适合学生学习的语言材料，并
进行有价值的语言文字训练。

从课题入手，直奔点明中心思想且含义深刻的句子“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先引



导学生通读全文，结合上下文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感悟理
解过程中感受绮丽景象，积累优美语句。在启发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谈谈类似的实例，加深对这句话以及课题的理解。最
后小结归纳学习方法，完成相关课堂练习。

课后思考与练习中要求理解的含义深刻的句子，不能就句论
句，要采用结合上下文和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进行，要引导
自己的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并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表述。
括号中提出的问题重在引发思考与提示思路。不要空洞的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要在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的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使学生受到思想启迪，情操的陶冶。

教学本文要注意朗读，默读，浏览相结合。通过默读，浏览，
可以抓住课文主要内容，有利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感
情的朗读要以正确，流利朗读为前提，以感悟理解为基础，
语调平缓之中有起伏，语气平淡之中有激昂。第一自然段中
要适当突出“花”“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而第
二自然段要读出作者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的语气；
第三自然段要图文结合，读想结合，读议结合，再现美景，
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充分表达出作者对这绮丽风景的欣赏和
赞美，进而达到熟读能诵的目的；第四自然段要读出作者由
衷的赞叹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