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评改课教学反思(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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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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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改课教学反思篇一

《难忘的……》作文评改课教学反思

城东中心小学陈爱金

上完这节课后，我通过回顾当时的师生互动的情景并对照教
学设计，对此课进行深入反思，感到自己以下几方面做得比
较成功：

1、注重评改兴趣的激发。修改作文对于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
度，学生懒于修改，畏惧修改。针对这一心理，我把三位中
外著名作家（老舍、鲁迅和托尔斯泰）曾说过的有关修改文
章的话语作为“礼物”送给学生，通过让三个孩子汇报阅读
后的感受来激发学生认真修改的兴趣，让他们理解修改习作
的重要意义。

2、注重习作评改方法的.指导。如何紧紧围绕“难忘”这一
中心，把内容写具体，语句写通顺，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
验等要求，是习作评改课的重点。注意鼓励有创意的表达、
有独特的感受，有自己的见解，有个性的评价。

3、注重自主评改的训练。在作文评改课上，主要采取两种教
学结构交叉在一起：一是先扶后放式，即老师提出修改要求
后，先抛出一篇习作进行集体评改、示范评改，然后让学生
对照标准，模仿互改、自改。二是先放后收式，即老师提出



修改要求后，先让学生互相评改，然后集体交流，教师适机
点拨、示范评改，最后让学生自主修改。

这节课也有不少遗憾之处令我感到惋惜：如：评析作文中，
学生善于发现优点，寻找问题，找到了问题，学生知道去修
改，谈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我认为学生只做到了蜻蜓点水，
但究竟如何去修改，怎样修改，才能恰到好处，这节课做得
还是不够到位。在今后的作文教学中，我应引导学生不但善
于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
也是我今后习作课的努力方向。

评改课教学反思篇二

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老奶
奶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她只有和她的老伴相依为命。可老
奶奶的老伴又在一段时间前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
地生活着。

老奶奶八十几岁，原先她的老伴还可以帮她干一些事情，可
老伴去世后，什么事都得自己干。老妈妈的邻居是个心地善
良的女孩，叫小芳。一次她上学时看见了老奶奶正在洗衣服，
觉得她非常辛苦，就决定要帮助她。可是，小芳想：“要是
我在老奶奶在时去帮她，她肯定会说，小芳，不用你干，我
自己能干好。”所以，我就在奶奶出门之后再去帮她吧。于
是，老奶奶出门时，小芳就到老奶奶的家里把她没干完的家
务活干完。老奶奶回家后，看见活做完了，总会说：“天哪，
这是哪位好心人做的啊？”每当听到奶奶这样说，小芳就感
觉非常幸福。

一次，老奶奶想看看是谁在帮她，就假装出去了，之后躲在
门后。不一会儿，小芳就进来了，她看见地上有一堆衣服没
有洗，就把衣服拿去洗，一会儿功夫就洗完了。正当她要走
时，老奶奶叫住了她，对她说：“小芳，你真是好孩子呀！
真是要谢谢你呀。”“奶奶，您说哪儿去了，这是我应该做



的。”小芳说。

以后，小芳经常在生活上帮助老奶奶，虽然小芳和老奶奶不
是亲人，但她们比亲人还要亲。

评改课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学习修改习作的基本知识；提高描写动物的习作能力；激发
学生修改习作的兴趣，培养修改习作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

学习修改字、词、句的基本方法；培养抓住动物特点并表达
真情实感的习作能力。

教学难点：

培养抓住动物特点写具体的习作能力。

教学过程：

一、课前谈话激趣

各位同学，你们猜猜老师今年多少岁？（我今年40岁了！我
的属相是马。）谁愿意用一两个词语或句子来赞美一
下“马”？……谢谢大家对我的赞美，哦！不对，应该谢谢
同学们对“马”的赞美。

二、为自己的习作改个好题目

1、我把同学们的文章编了个“目录”，请看大屏幕：了解一
下每个人都送了一件什么“礼物”给我。大家一边看一边想，



看了这个“目录”,你最想读哪一篇习作？并说说你的理由。

2、学生试着修改自己的习作题目。

三、围绕“具体描写特点”进行修改

1、明确习作的要求

请大家翻到语文书的78页，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习作的要求。
抽读第二段：这次习作有哪些要求？……一是选材要求：自
己喜欢的动物，注意“喜欢”。（因为喜欢，才会了解，因
为了解，才会有感情。）二是习作要求：具体地写出动物的
特点，注意“具体”“特点”；表达真情实感，注
意“真”“实”。三是修改要求：交流，提出修改意见；自
己修改。

2、回顾名家名段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丰子恺笔下的“白鹅”形象，翻书63页最
后一个自然段，朗读：这一段抓住了白鹅的什么特点来写？
怎样把“步态傲慢”写具体的？（对比：鸭；比喻：净角出
场；动作描写：站着、伸、咬）。可见，要写好一种动物，
我们就要抓住它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特点写具体。当
然，写具体的方法很多，老舍的《猫》《母鸡》等课文就可
以认真学习。

3、感悟同学习作（课件）

（1）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段话写“乖乖”的什么特点？写具
体了吗？

乖乖（片断）――作者：蔡远航

“乖乖”撒起娇来特别乖。当你跟它玩耍时，它也许会跳起



来，用两只前爪搭在你的腿上，似乎要你抱抱，或者用身子
蹭你的腿，跟你来个“依依不舍”；要不，就趁你蹲下来时
突然跳起来，舔你一下，以表示它对你的亲热。那时候，它
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豆豆――作者：丁聪

我走进房间，看见“豆豆”躺在篮子里，身上什么也没盖。
于是，我把它的被子拿起来轻轻给它盖上。

4、修改同学习作（课件）

（1）读读这个片段，你认为写了小狗的哪些特点？写具体了
吗？

我家的小狗（片断）――某同学

“非洲人”全身很黑，到我家的第一天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非洲人”的嗅觉非常灵敏，它还特别注意窝里的清洁，不
愿在自己窝里留下一点脏东西。我家的小狗真是人见人爱阿！

（2）分组讨论：全班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把外表“黑”、嗅
觉灵敏、爱清洁三个特点讲具体。

（3）分组汇报

例：修改稿（片断）――黑

“非洲人”全身黑得特别纯正，到我家的第一天就引起了大
家的注意。这条小狗从头到尾没有一根杂毛，黑亮黑亮的，
像抹足了油似的。所以，我们一家人一致同意叫它“非洲
人”。

（4）总结修改感受



四、练习

（1）文章不但是写出来的，更是改出来的。我们知道，古今
中外很多优秀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大家有信心把自己的文
章该得更完美码？教师推荐修改符号：删改调加（举例示范）

（2）学生练习修改。

六、展示修改成果，教师相机点评。

说说自己的修改体会：你把哪一处改具体了？你是怎么想的？

七、同桌交流互改，写“读后感言”。

给同学习作提出一个突出的优点，提出一条可行的建议。抽
读两则“读后感言”。

八、读背著名作家关于修改文章的名言。（课件）

[作文评改课教学设计]

评改课教学反思篇四

三年级是个过渡期，学生第一次接触作文，也是第一次接触
习作评改这种自主性强的上课形式。新课标明确强调，学生要
“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在这节习作评改课中，我根
据习作内容和学生能力特点，以范文引路指导学生感悟语言
文字，让学生学会表达，享受作文的快乐。所以在教学中，
我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寻找金子。从班级里挑选出几篇优秀的习作来进行品读，
让学生享受到好作文就在身边，增强他们习作的自信心。再
找出习作中的好词好句好段，让学生读，让学生掌握写作技
巧。在欣赏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写作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



写作兴趣。

二、发现方子：首先根据学生习作中出现的共性毛病编写一
段病文，引导学生观察、修改，从而认识到自己习作中的毛
病。再相互修改习作，让学生在评改中领悟习作的门道，再
修改自己习作中的问题使学生掌握修改方法，提高自改能力。

三、咀嚼果子：通过分享让学生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激发
学生习作兴趣，同时也再次加深了对修改方法的认识。

当然，这节课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教师讲解
得太多，应该大胆放手让孩子自己来，这样学生才更有信心
和勇气来修改别人的作文。作文不是难题，要培养学生的信
心和兴趣是我的职责所在。

评改课教学反思篇五

新课标明确指出“重视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过
程中提高写作能力”“通过学生的自改和互改，促进相互了
解和合作，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强调学生要“养成修改自
己作文的习惯”。在这节习作评改课中，我根据习作内容和
学生能力特点，以范文引路，指导写法，指导学生感悟语言
文字，体验作者对生活的情感，注意激励学生的习作和评改
热情，让学生学会表达，享受作文的快乐。我在课堂中落实
了如下几个环节：

一、欣赏环节。从表扬学生习作中的闪光点入手，让学生享
受到成功的喜悦，增强他们习作的自信心，再找出习作中的
好词好句好段，让学生读，引导通过学生赏析这些习作中的
闪光点，让学生掌握写作技巧。在欣赏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
写作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

二、修改环节：首先根据学生习作中出现的共性毛病编写一
段病文，引导学生观察、修改，从而认识到自己习作中的毛



病。再相互修改习作，让学生在评改中领悟习作的门道，再
修改自己习作中的问题使学生掌握修改方法，提高自改能力。

三、分享环节：通过分享让学生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激发
学生习作兴趣，同时也再次加深了对修改方法的认识。

一节课下来，大部分学生已经学会了如何去修改自己的习作，
懂得如何去评价别人的习作，有些学生还能在习作中加上了
评语。通过讲评课，很多学生对习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
时我也深深地明白：要上好习作课就要先从培养学生的兴趣
抓起，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