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冬天语言教案及反思 冬天中班语言
教案(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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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选择的路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未选择的路》是七年级下册课文中的一首诗歌。它是一首
哲理抒情诗，表面平易，而实际上却蕴含深邃的哲理;表面看
上去似乎倾诉个人经历，而实际上却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普遍
的共同的感受。

本首诗学习安排了一课时，全诗一共四节。第一节：他站在
人生的路口上，他两条都想去，他看一条路到尽头。第二节：
他选择人少的一条路，这条路充满挑战。第三节：他想留下
一条路改日再来走，但路很长很长。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
来了。第四节：他回忆他的往事，又想起了那片森林，未选
择的那条路。这首诗表面上说的是自然界的道路，而实际上
是借自然界的道路来表达对于人生之路的思考。这是一种象
征手法，与我们上册课本中学过的.《在山的那边》《行道树》
一样。在这一点上，让学生好好回顾以前学过的知识，
如“山”与“海”的象征意义，学生就更容易理解。

未选择的路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因为采取了多媒体教学，学生的兴趣比较高，参与面相对较
广。在教学时气氛比较民主，基本上能让学生讲自己的话。
教学中采用了换读法，和看图当堂写作，学生感到学法上比
较新颖，领悟知识较为自然。讨论时教师的转引环节处理得



自然，学生没有生硬的感觉。主题探讨上，深入浅出，联系
生活，有实际的意义。在人文性的处理上比较到位。

1．对于朗读缺乏必要的指导，朗读流于表面，而没能达成深
入的效果。

2．讨论的环节中，时间较长，压缩了其它的时间。

3．对于语文程度相对较弱的同学，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展
现机会。

4．写作环节结束得太草率，使之作用不能很好地实现。

5．课堂过分追求完善，而忽视了课堂的实效。

未选择的路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蚯蚓的选择》这一课来自教科版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第一单
元第四课。在这节课中，学生将进一步巩固对比实验的设计
方法，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蚯蚓喜欢生活在阴
暗潮湿的环境中。在课堂上，学生将经历两个实验。第一个
实验是把蚯蚓放入半边明亮半边黑暗的纸盒里，观察蚯蚓往
哪边爬。在这个实验中，盒子里的温度、湿度等条件都是一
样的，只改变了光照这一条件。第二个实验是把蚯蚓放在干
土和湿土中间，观察蚯蚓往哪边爬。在这个实验中，只有土
的干湿条件不同，其他条件均保持一致。

1、分组实验材料如何准备的问题：实验材料需要准备很多，
是由我统一准备还是由学生分组准备呢？在和另外的科学老
师交流之后，达成了共识——分小组让学生带实验材料，在
前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通知学生下节课要带的实验材料时，
也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

2、上课实验探究实验的安排问题：如果想要让每个小组在课



堂上完成这两个实验，35分钟的上课时间就很紧张，探究时
间和实验效果就无法保证了，所以最后我决定让学生自主选
择自己要做的实验，两个实验二选一完成。实验结束后，请
小组来交流实验结果，这能保证每位同学都能了解实验的结
论。

二个班的这节课都上完之后，我发现，学生准备实验材料很
有热情，但是对材料准备的要求都没有听仔细，让大家准备
一个贴上保鲜膜的鞋盒做实验器材，结果很多学生放进了泥
土，实验就没法进行了，除此之外，很多蚯蚓裹着很多泥土，
实验过程中一动不动的，最后实验失败的也不占少数。看来，
在课堂上进行生物类的实验，难度很大，不光要严格控制实
验条件，还应该对实验材料的准备进行多次强调和解释。

科学课堂是一个欢乐的课堂，但这种欢乐需要我们老师和学
生的认真准备来共同营造，相信通过一次次的失败和认真的
分析，我也能上好一堂生动的精彩科学课。

未选择的路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层递式提问，引起学生看屏幕，通过麦克风感受朗读。

师：同学们能谈谈，通过学习本诗歌，你希望得到什么。

任燕：我听不懂这首诗讲什么，我想知道主题。

黄杰：是作者的两条路写得好还是周晓燕和董超说得好？

颜建英：这个“路”到底是什么“路”？这样的写法，我们
上册在哪里学过？

任燕：走一条路就走一条，干嘛还要改日再见？还要叹息？

袁湘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态度乐观向上，这首诗的态



度是什么？

黄晓燕：走条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教师等待一分钟，没有新问题出现）

师：黄晓燕同学很坦率，这一条路为什么这么复杂？

生：（杂乱）也许路上有陷阱，路上有地雷，要么路越走越
难走……

颜建英：路，可以指“人生之路”！

生（杂）：“人生之路，贝贝起步。”

陆芳敏：这很难，我想上重点高中，可按成绩却只能进普通
高中啊！

师：陆芳敏的难处大家有同感吗？

生（杂）：有，还有比如以后工作等等的选择都会很难。

师：那么，现在理解作者为什么小“路”大作吗？

生：理解，因为这是“人生之路”。

师：谁能告诉任燕同学，诗歌的主题是什么？

汤小锋：人生之路很难走，所以要慎重的选择。

徐彬：人生之路一旦选定，就没有后悔药可以买了。

黄杰：人生有一条道路，不能回头。

师：那么作者所说的改日再见，看起来不可能啰？



生（杂乱）：当然，所以他要叹息了。

袁湘芬：作者不能走回头路，感到可惜，所以诗人的态度是
忧愁的。

师：那让我们一起怀着忧愁的态度颂读诗歌，品味作者对读
者的劝诫吧！

（齐读诗歌，教师对颂读进行短评）

师：同学们读到荒草萋萋时，我想到了黄杰同学说“谁写得
更好”的问题。大家能否摘取关于路的描写，来比较鉴赏一
下。

（学生五分钟自读比较；自读结束后，可以各抒已见）。

周晓燕：作者写大路用了“消失丛林深处”、“延绵无尽
头”，我觉得比我有味道，写小路用了“萋萋”、“幽寂”、
“诱人”、“美丽”，更写出小路荒凉，比我好。

徐芳：你太谦虚了，我觉得大路还是你写得形象，作者虽然
突出了“路长”，却写得没有吸引力，要是大路荒凉，我还
不想走呢！

（大家笑，有短暂的互相评论，教师鼓励大家相互驳斥。）

师：徐芳同学看不起大路，可作者却念念不忘大路。他怎么
说来着？

董丽丽：也许作者选择的小路走得并不顺利，所以他觉得还
是大路好。

范佳：那也不见得，或许大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呢？

卓俊义：得不到的东西，你会认为它总是好的，所以后悔也



是很正常的。

何杰：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师：那么如何减少选择后的后悔呢？

生（杂乱）：选择的时候要尽量慎重，一旦选定，就要坚定
不移。

黄杰：既然选择要慎重，那么作者为什么反而选择难走的路
呢？

董慰强：因为小路神秘，富有吸引力，而作者喜欢曲折的人
生。

生：（大部分齐答）《在山那边》、《柴藤萝瀑布》、《行
道树》，叫作“象征”手法。

师：（屏幕出示象征的定义）“象征”——用具体形象的事
物暗示特定事理的方法。比如“红花”象征“光荣”，“黄
河”象征“中华民族”，“松柏”象征坚强勇敢。“象征”和
“比喻”的区别在于，“比喻”着眼于相似点，而“象征”
侧重于本质上的联系。例如“红花”可以象征光荣，但“红
花”不能象“光荣”。

（屏幕出示四幅图画：梅花、宝剑、火炬、长城，请同学脱
口而出象征意义）。

师：刚才同学们例举了许多象征意义，可见一个事物可以拥
有多个象征义，所以我们在写作时，千万不能拘泥。

姚佳（问）：写诗歌用象征有什么好处呢？

师：这个问题不好答，同学配《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未
选择的路》教学片断与反思》这一教学反思，来自！



（生改读课文，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改，但是要求换入象征义）

师：读后感受如何？

生（杂乱）：太噜嗦，而且像讲道理，不像诗歌。

师：能用平常我们讲的文学用语来表达吗？

袁湘芬：如果直接讲道理，不含蓄，不简洁，不优美。

师：对于她的说法，大家怎么看？

生：就是我们要说的。

师：这也是我要回答大家的。谢谢袁湘芬同学帮助我解答问
题。

生：我们写作时怎么来运用象征呢？

师：当然是“学写”啦！

生：笑。

师：我们顺着作者的话题，请同学分别来写走大路和走小路
的感受和结果，可以是诗歌，也可以是一段小散文，然后通
过对擂来决定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生用5—8分钟来写，师循环，偶尔应学生要求指导。）

姚佳：我走小路，我是这样写的：我越走越艰难，小路上满
是陷阱和小山，我一次次地跌倒又起来，但我决不后悔最初
的选择。

沈丽：我也走小路，小路上有刺、有蛇、有灾难，我精疲力
竭却不能回头，人们啊，走路时一定要小心，别像我那样，



遭遇痛苦。

邹利民：我走大路：大路平平坦坦，春风和和暖暖，但我觉
得无聊，因为没有挑战。

董超：大路一望无限，前途平步青云，我庆幸我的选择，人
生才会一帆风顺。

黄杰：我反对董超的看法：“梅花香从苦寒来，宝剑锋从磨
砺出。若要人生有作为，崎岖小路搏一回。”

（下课铃响起）

师：（总结）无论是小路还是大路，老师相信同学们都会走
得很精彩。“行路难，行路难”，然而“条条道路通罗
马。”只要同学们充满勇气走下去，天堑都会变通途。

因为采取了多媒体教学，学生的兴趣比较高，参与面相对较
广。在教学时气氛比较民主，基本上能让学生讲自己的话。
教学中采用了换读法，和看图当堂写作，学生感到学法上比
较新颖，领悟知识较为自然。讨论时教师的转引环节处理得
自然，学生没有生硬的感觉。主题探讨上，深入浅出，联系
生活，有实际的意义。在人文性的处理上比较到位。教学的
不足包括：对于朗读缺乏必要的指导，朗读流于表面，而没
能达成深入的效果；讨论的环节中，时间较长，压缩了其它
的时间；对于语文程度相对较弱的同学，没有给他们提供足
够的展现机会；写作环节结束得太草率，使之作用不能很好
地实现；课堂过分追求完善，而忽视了课堂的实效。

片断一，为余映潮老师执教，教师从朗读入手，指导学生整
体感受诗歌的意境。这种教学策略是正确的，值得更多人借
鉴。朗读很重要，怎样指导朗读？要引发朗读的兴趣，要强
调变化。片断中教师在朗读方法的要求上突出了一个“变”
字。首先采用吟诵的方法，教师着意提出要区别于“念书”，



也就是说要有韵律感和节奏感，也就需要投入情感；然后尝
试讲述式的朗读，把自己的情感在娓娓而谈中表达出来，此
时对文章的理解更为冷静而深刻；最后要求用内心独白的方
式，把诗歌读给自己听。从朗读要求的变化，可以看出教师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读给别人听到读给自己听，从读者、朋
友、自己三个角度体会诗歌的情感，而且由外到内逐步深入
内心，目的在于通过朗读触动学生内心最敏感之处，获得最
真实的体验和感悟。

这样在朗读上的精心思考和设计，应该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第二个片断，也有很多值得赞赏之处。例如，从初读到精读，
体现了阅读从浅入深的变化；教师和学生的对话中，教师语
言较为幽默，能调动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学生课堂较为
活跃，主体性得到了较好体现。

这些都是课程改革中，我们所追求达到的。然而，对比第一
个片断，也不能不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阅读是需要师生全
部参与的对话。这个对话，要有质量，就不能光追求热热闹
闹，应关注学生的思维的发展。

未选择的路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未选择的路》是七年级下册课文中的一首诗歌。它是一首哲
理抒情诗，表面平易，而实际上却蕴含深邃的哲理；表面看
上去似乎倾诉个人经历，而实际上却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普遍
的共同的感受。

本首诗学习安排了一课时，全诗一共四节。第一节：他站在
人生的路口上，他两条都想去，他看一条路到尽头。第二节：
他选择人少的一条路，这条路充满挑战。第三节：他想留下
一条路改日再来走，但路很长很长。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
来了。第四节：他回忆他的往事，又想起了那片森林，未选
择的那条路。这首诗表面上说的是自然界的道路，而实际上



是借自然界的道路来表达对于人生之路的思考。这是一种象
征手法，与我们上册课本中学过的《在山的那边》《行道树》
一样。在这一点上，让学生好好回顾以前学过的知识，
如“山”与“海”的象征意义，学生就更容易理解。

作者抓住林中岔道这一具体形象，用比喻的手法引起人们丰
富生动的联想，烘托出人生岔路这样具有哲理寓意的象征。
诗人选择的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林中岔道，来阐发如何抉择人
生道路这一生活哲理的。诗的前三节似乎仅在平直地描写林
中的那两条路的不同，但其中却蕴含着极大的比喻意义，第
四节诗人笔锋一转，从林中之路跃到描写人生之路，“而我
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
结句寄寓着诗人无限的人生感慨，具有深刻的象征性和哲理
性。诗人以含蓄清新、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再现出优美的自
然风光，并且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
情感波澜，诗还注意引起人们的联想，把理性与不情感融于
一首短诗之中，深化了这首诗的意蕴，给人以丰富的启迪。
诗人是通过优美的意境创造和浓郁的抒情表达把哲理隐含其
中并传递给我们读者的。

但有一点，学生可能不大理解，即诗歌虽然写到已选择的路，
但重点强调的却是未选择的路。这样能引起人们对人生选择
的思索，所以要让学生充分理解这一点。另外，这也是为了
深化文章主题。那些未走的路，才更让人想念，更让人留恋。
诗人不写已选择的道路，而重在对未选择的道路发出感叹，
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让人更深入地思考人生的选择问题。

从本诗的学习中，学生认识到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但一个人
一生中往往只能选择其中一条，所以必须慎重；人生道路上
不要随波逐流，而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作出独立自主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