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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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国家科委在《迎接21世纪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报告中指出：
生物技术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技术，21世纪是生物科技的世
纪。因此，步入21世纪的我们，更应担负起这一技术奠基的
重任，搞好生物学科的基础教育，使具有“生命科学”之称
的生物得到重视。

尤其在贫穷落后的山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有效地利用山
区的自然资源和有利条件，振兴山区经济，就需要发展种植、
养殖等多种生物产业，在此过程中，生物科学的利用不能不
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要认识我国的基本国策，搞好环境
保护，维护生态环境也是生物学为之提供理论和事实依据。
为此在教学中，搞好生物学科的基础教学，让学生掌握一些
生物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所居住的山区是西部的贫困区之一。经济、文化的发展
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较为恶化，而生物教学则可使学生更深
入地认识贫困的原因及脱贫致富的办法。所以，它将为本地
区的脱贫致富、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作出应有
的贡献。

首先，改变传统观念，提高认识，搞好素质教育。农村中学
管理干部的思想比较落后，应该在他们心中牢固树立素质教
育观念，不能再做井底之蛙，把自己绑在应试教育上。只有
实施好素质教育，才能使生物学等非升学式学科得到应有的
重视。同时还应做好社会宣传，使社会各界及学生家长树立



素质教育新观念，配合学校、教师共同实施好素质教育，减
轻学校和教师的压力。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中考命题的指导思想是注重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一般来说
就是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认识和分析社会生活的能力。中
考试题表现出突出能力考查、紧密联系实际、注重知识综合，
鼓励创新探索等特点。

在深刻领会考试特点、内容、范围的情况下，重点内容强化
训练和应试训练：抓住考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举一反
三、考前调整。方式是回扣课本，检查以前的错题，让学生
查漏补缺，并做好学生考前的心理辅导。

我认为，复习的起点要依据生物课程标准，研究学习内容的
具体目标，立足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能力的培养，精心
设计教学程序，合理安排讲练时间，使学生通过复习既牢固
掌握基础知识，又要会灵活运用基础知识去解决问题。因此，
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抓好基本内容的'复习。在第一轮复习时
要把课本内容吃透，把课本上最基本的概念、原理弄明白。
学生一定不能死记硬背，现在考试内容都很灵活，如果死记
硬背的话，考试形式稍有变化，就会应对不了，而出现错误。
在平时的复习过程中，将知识多与生活实践相联系，这样既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
助于我们对所学知识经思明辨，促进记忆，提高学习效率。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一、初中生物的教育对象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他的目的并不
是要培养生物学家培养生物人材，初中生物教学的目的是提
高所有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自觉
保护环境的情操，提高他们对生物科学的兴趣，为一部分今
后要从事生物事业的人打下最基本的基础。也就是说，初中



生物教学的目的是全面、基础、科学素养教育，从这一观点
出发，在我的生物教育理念中，从我接触学生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是一向以培养他们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为主要目的的。我
的每一个课堂设计、每一个活动安排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并
且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为中心思想。在课堂教学的准备中，
我会多注意选取与书本知识相关的课外知识，例如在讲生态
环境时做关于生物圈二号计划，绝毒品时会让学生观看中国
拒绝毒品的宣传片等。总之，丰富学生知识、提高学生对生
物学科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教学理念的中心。

二、作为老师，教材是务必要了解掌握的，但是，教材对于
老师来说只是一个承载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作为教学的依靠。
我认为，教材就好比一池水，要站在高处去看才能觉得清澈
见底，也就是说，要站在一个比教材更高的角度去把握教材。
作为一名教师的第一步就是研究教材，不仅仅是研究所教年
级的教材，还要把整个中学阶段的教材都要研究，首先要明
白在整个初中阶段，生物课程都需要学生掌握些什么知识，
知识体系是怎样安排的，学生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需要学习哪
些知识，那些潜力需要得到培养和提高等等。在我的教学中，
通常我都是把教材中的知识透过自己的安排糅合成一个一个
专题，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并且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很多的活动，例如一些课堂小游戏、
调查、竞赛等等，让学生在简单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

透了一些创新的启蒙教育，本学期我仍坚持以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潜力为重点，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认真落实课程计划，落实教学改革措施，大力推进素
质教育，从而争取提高教学质量。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昨天城关中学、铜井中学和代庄中学的九年级老师们在各自
学校领导的带领下来我们学校研讨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的情况，
教研室徐主任一同前来（他已是第五次来我校给予工作指



导）。

按照学校安排，我在我班上了一节习题处理课，每次外校老
师来听课，我最担心的都是千万别给学校丢脸，如果是本校
老师听课，就想别对不住老师们，可自从实行小组合作学习
以来，硬是没上出一节满意课，没找到以前的感觉，一节课
下来总觉得不足、缺憾的东西太多。

针对昨天的课，与以前相比，自己有底得多，能明确什么地
方该点拨，能较为及时地评价，这大概得益于近段时间向其
他老师的学习。学生也不像以前扭捏不舒服，知识性的东西
比较明晰，相信学生能有所收获，谈到收获，对于老教师的
我来说，最为遗憾的是不能及时灵活应对课堂上学生出现的
问题，最后一个阶段我问了6组的1号同学让他谈收获，我绝
没想到他会不说话，确实不应该、以前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
况，我只能习惯性的找了另一组的同学来谈一下，当时情绪
确实受了一定的影响。课后我仍在回想到底怎么了，他不知
该说什么的话，我完全可以问他们组重点解决的问题，他全
会了的话不就是他的收获吗？今天我找他谈了话，问起昨天
的情况，他告诉我想总结的好一点，可越想越不知怎么说，
太紧张了，可爱的孩子，太缺乏锻炼了。我这做班主任的真
不合格。前一段就说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班级
效果不一样，班主任有责任（刘立霞老师的课在4班和1班的
差距），现在又出现这种状况，我更感到有压力，确实觉得
需要学习、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应不断努力，至少应
对得起家长们、孩子们。

初中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生物复习课，与新课是有明显区别。中考的趋势以课程标准
为依据，不拘泥于教材，强调以能力和教育价值立意，紧密
结合学生实际、本地实际和环境问题，考试涉及的内容比较
广，信息量大。因此，上好总复习课，提高复习质量，才能
最大的限度地取得复习效果。



但在教学实践中，复习课却显得枯燥无味，令教师头痛，也
令学生厌烦。究其原因，一是复习内容简单重复，无法激起
学生的兴趣；二是复习形式单调乏味，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其实，就生物复习课来说，只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原则，潜心设计，努力使“重复”变为生动积极的“再
现”，同样可以更好地体现新课标精神，培养学生的生物科
学素养。

所以，我重在让学生自已将知识梳理，学生能够积极有效地
参与到课堂中来。教师挖掘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提高整合度，
使学生在复习本章内容时能形成知识体系。经过这样的归纳，
使学生所学的学科知识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让学生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设计练习时，题型的选择上要侧重于有辩
析作用的“选择题”。练习的设计还可以抓住学生常见的一
些错误设计练习，这样针对性强，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生物复习课要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
念，既要关注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加深理解，系统
掌握，全面提高，综合运用，还要关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习惯和态度的形成、学生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在学习活动
中的作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中温故而知新，就
能收到理想的复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