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大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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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一

首先我是挑了一篇十分好上的课文（这也得益于教导的提
议）。这篇课文是本册教材中最短的，所以学生预习也较到
位，并且课文简单易懂，比较容易处理。

说到教材处理，也没有花太多的脑筋，因为课前的阅读提示
中就已经有3个问题了，我只是加了第一个问题：从那里感受
到这位老人确实年岁很大，很老了？目的是与后面创造的奇
迹产生强烈的比较。

说真的，我在上课时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比如：应对学
生的回答，有时应变不够，时间安排上也不是异常恰当，有
一个环节甚至把读的顺序也搞乱了。反思一下，主要还是自
我的临场经验不足。

我想：之所以大家只捡我的好处说，主要还是出于对我的鼓
励吧，在此深表感激。但我清楚，自我的课离“好课”还有
很大的一段距离，还需要不断努力。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二

《青山不老》是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第20课。这篇文章是梁衡
创作的散文作品。本文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山野老农用时间在
晋西北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片绿洲,以有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的



价值的故事。这位普通的老人让我们领悟到:青山是不会老
的!

在导入新课后，我问道：“这是一篇略读课，我们如何学习
略读课呢？”学生竟一时有点懵。在以往学习略读课时，我
一直是让学生参照学习提示来学习的，怎么会不知道呢？我
的问题有毛病吗？“略读课和精读课在设置上有什么区
别？”我再次问道。学生似乎更懵了。无奈，我只好让学生
翻看以前的课文，找一找略读课和精读课的不同。学生也发
现，精读课有课后习题，略读课题目下面有学习指导。此刻，
我如释重负。以往可能没有和学生明确提过此类问题。学习
精读课时，我把课后问题嵌在了文章学习中；学习略读课时，
直接让学生借助学习提示展开学习，所以学生心里没有这种
清晰的意识。希望从此以后，学生可以明确如何学习精读课
和略读课。

课前出现的这一问题，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课堂上学
习内容和学习指导方法一定要明确。有时候只是我们自己觉
得说得很清楚，而学生并没有汲取到要点。课堂上明确出示
学习目标和学习提示至关重要。

从学习提示中，所以我们找到三个问题。1.老人创造了怎样
的奇迹？2.这个奇迹是在什么条件下创造的？3.文章为什么以
“青山不老”为题？我提示同学们，要快速找到问题答案，
就要利用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同学们赶紧翻看单元要素，明
确了要抓住关键句，把握课文内容。

第一个问题，同学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文中有一个关
键的句子：十五年啊，绿化了八条沟，造了七条防风林带，
三千七百亩林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同学们也都能从
这几个数字上体会到“了不起”。我让同学们齐读这句话，
但是感觉同学们读不出这种赞叹之情。可能同学们还不能理
解老汉的精神。顺势我指导学生回答第二个问题。有几个同
学很快就找到了大环境：风沙肆虐，干旱，霜冻等灾害频发。



用一个词语形容，那可谓“恶劣”！同学们都关注到了晋西
北的大环境，却忽略了老汉所居的小环境。在提示下，同学
们能总结出，通过三个事例，写出了老汉的孤独，体现了小
环境艰苦。前两个问题，我们利用抓关键句的方法，很快就
得以解决。

“老汉不禁创造出了不起的奇迹，老汉还有着宏大的设想，
那是一种怎样的宏达设想呢？”我问道。“还要栽树，直到
自己爬不起来为止。”这一答案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什么
样的精神？”我再次问道。因为学生没有深入读课文，所以
他们一时不能回答。看到学生的模样，我感觉有几个学生似
乎有呼之欲出，又不知如何表达之意。我想这就是学生平时
积累较少，词汇量太少，理解体会较少的缘故吧。我有时也
会有这种感觉，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老汉的精神，我带领学生读了下面一段话：

在屋里说完话，老人陪我们到沟里去看树。杨树、柳树，如
臂如股，劲挺在山洼山腰。看不见它们的根，山洪涌下的泥
埋住了树的下半截，树却勇敢地顶住了它的凶猛。这山已失
去了原来的坡形，依着一层层的树形成一层层的梯，老人说：
“这树根下的淤泥也有两米厚，都是好土啊。”是的，保住
了这些黄土，我们才有这绿树。有了这绿树，我们才守住了
这片土。

读完这段话，我再次问道：“是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品
质，让老汉坚守在这里，不愿离开？”“热爱这里，无私奉
献”同学们回答道。是呀，正是因为老汉热爱这片土地，有
着无私奉献的执着精神，才让老汉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至
此这一问题才真正解决。

第三个问题，为何以“青山不老”为题目？这应该是最难的
一个问题。我提示同学们，在此前学过的几篇文章，如“灯
光”、“桥”，题目不仅仅局限于表面，它还有深层次的含



义。所以本文为何以“青山不老”为题目，请同学们再读课
文，理解青山的含义，为什么说青山不老？同学们很快说道，
青山表面指我们看到的青山，实际还指老汉的精神。为什么
说青山不老呢？有同学说道：“老汉精神会一直延续下
去。”我不禁为同学们竖起大拇指。但是，当我让同学们连
起来说说题目的含义时，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等待片刻，
仍旧没有人举手回答。我开始帮助同学们梳理，并将答案出
示在黑板上。

反思在这一环节，我觉得回顾之前的学习，带着经验理解题
目还是比较好的，学生有借鉴思路，更容易找到突破口。在
理解题目时，我只提示要关注最后两自然段，没有让学生在
读中体悟。如果让学生反复读几遍，并在这里停下来，等一
等，给同学们一点时间，相信同学们会组织好语言的。

总结起来，本节课有以下不足：

1.这节课课堂节奏把握不好，没有处理好问题之间的衔接过
渡。

2.课堂上缺乏耐心，越俎代庖，给学生组织语言的时间较少。

3.课堂上，缺乏朗读指导。比如，在理解了晋西北的大环境
后，再读老汉创造的奇迹，应该更能体会老汉伟大品质。过
渡后再回头读第一自然段，学生应该更能感受到赞美之意，
感受对老汉的敬意。

4.课前没有进行基础知识梳理。在课上读课文时，我发现有
同学读错词语，这才意识到因为没有运用课件，忘记了课前
认读词语环节。只好趁机进行随文识词。文中出现的几个成
语，如风雨同舟、山川共存，日月同辉，也没有让学生深入
理解。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三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这一课的阅读提示是“默读
课文，想一想这位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一奇迹是在什
么样的情景创造的；联系课文资料，想一想作者为什么
说‘青山是不会老的’。”这句话为我供给了这篇课文学习
的流程：默读―思考―交流。

是个奇迹啊！”他们还在回味。第四阶段是引导点拨阶段。
理解“青山是不会老的”是本文的中心，也是需要“精”处
理的地方。我为这个点设计了几个台阶：先请学生说说老汉
改造山林的作用（品读第1自然段和第5自然段），山林的重
要作用为学生的理解奠定了基础；理解“另一种东西”，经过
“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的表层意思和内在含义，体
会到这“另一种东西”是――老人与环境斗争的不屈精神，
绿化家园、保护环境的精神，造福人类的精神；最终水到渠
成理解“青山是不会老去”的含义。

这堂课我比较满意是因为学生学得比较简便，并且目标也完
成得比较到位。细想教学过程，我认为自我成功的原因在于
抓住了学习重点，有略也有精。正如叶圣陶先生说的“略读
如果只任学生自我去着手，而不给他们一点指导，很容易使
学生在观念上发生误会，以为略读只是‘粗略’的阅读，甚
至于是‘忽略’的阅读……”所以略读也需要精读，仅有这
样才能提高略读课文的有效教学。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主要是要引导学生品味课文中描写的山林景象，院
子里的绿意浓浓，山沟的绿意盎然，山野的绿树成荫描写。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自习品读。然后引导学生去理解老农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创造奇迹的，从而去理解老农开辟山林、
绿化家园、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和情怀，在此基础上理
解“青山不老”的含义。



课前让学生收集关于晋西北的相关资料，了解绿色作物在那
里生长的不易。教学的时候让学生围绕老农创造了什么奇迹，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的，以及你是如何“青山不
老”的含义的这三个问题展开自学，自学的时候给了孩子们
足够的时间和自主性。而且让孩子们在自学的时候动笔，圈
圈画画，批注点评，写下心得体会。引导学生交流的时候我
注意把握重点，引导孩子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最后我让孩
子们进行了一个小练笔，把自己想对老农说的话写下来。

孩子们写的很有特色，注意了各自的侧重，有的赞扬老农坚
持不懈地改造山林，有的敬佩老农抛弃个人的利益甘愿在清
苦的.环境中改造山林，有的惊诧老农所创造的奇迹……总之，
这次的小练笔孩子们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写出了自己的真情
实感。

山野老农只是一位普通的人物，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不能让
人为之感动，为之敬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含辛茹苦的坚
持；老农的身上没有熠熠生辉的光环，但是他那种造福人类，
造福子孙的精神却能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一名普普通通的老人，但是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是无
穷的……不知道在教学中我有没有把这份感动带给学生，但
是我想，读他的故事，对孩子们却是一种真实的心灵的涤荡！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五

这片课文主要是要引导学生品味课文中描写的山林景象，院
子里的绿意浓浓，山沟的绿意盎然，山野的绿树成荫描写。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自习品读。然后引导学生去理解老农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创造奇蹟的，从而去理解老农开辟山林、
绿化家园、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和情怀，在此基础上理
解“青山不老”的含义。

课前让学生收集关于晋西北的相关资料，了解绿色作物在那



里生长的不易。教学的时候让学生围绕老农创造了什么奇蹟，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奇蹟的，以及你是如何“青山不
老”的含义的这三个问题展开自学，自学的时候给了孩子们
足够的时间和自主性。而且让孩子们在自学的时候动笔，圈
圈画画，批注点评，写下心得体会。引导学生交流的时候我
注意把握重点，引导孩子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最后我让孩
子们进行了一个小练笔，把自己想对老农说的话写下来。

孩子们写的很有特色，注意了各自的侧重，有的赞扬老农坚
持不懈地改造山林，有的敬佩老农抛弃个人的利益甘愿在清
苦的环境中改造山林，有的惊诧老农所创造的奇蹟……总之，
这次的小练笔孩子们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写出了自己的真情
实感。

山野老农只是一位普通的人物，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不能让
人为之感动，为之敬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含辛茹苦的坚
持；老农的身上没有熠熠生辉的光环，但是他那种造福人类，
造福子孙的精神却能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一名普普通通的老人，但是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是无
穷的……不知道在教学中我有没有把这份感动带给学生，但
是我想，读他的故事，对孩子们却是一种真实的心灵的涤荡！

《青山不老》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即通过了解老人创造的奇蹟，理解青山不老的含义，感受老
人与青山共存的精神。课上完了，反思自己的教学，有以下
感受。

课前，我先板书出示“老”字，请同学们来说说“老”的意
思，然后自己有叫了在《说文解字》种这个字的意思，再引出
“默读课文，你从哪些词句中感受到老人确实年岁大了，老
了？”根据学生的回答，结合板书，让学生感受了形老，为
下文的神不老奠定了基础，这个引入比较巧妙。



由于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故在学习时，整个课堂以大问
题“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蹟？”来统领，整节课就围绕这三
个问题展开，且层层深入。先找找课文中描写青山的语段，
想想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在15年如一日的
植树中，老人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蹟。”理解这一句时，我先与学生算了
一笔帐，一亩约667平方米，普通教室一般50平方米，你能想
象老人种了多大面积的树林吗？这3700亩林网，足足有48100
间我们的教室。从直观上让理解了老人的不老的奇蹟。然后
再通过多层次的朗读，层层深入。

当然，这节课也有一些不足，这是一篇略读课文 ，自己却在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理解句子上费了些时间，没有必要。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六

略读课文不像精读课文那样严格细致，只要求粗知大意，但
并不意味着就能够马马虎虎，草草了事。粗知不是浅知，粗
知不是少知。粗知是相对精读课文而言，略读课文少了识字、
学句、学词等许多头绪，教学目标更为集中，教学重点更为
突出，但在阅读方法上，也不排斥精读文章的重点，精彩之
处还是要引导学生细细品读。

略读课文应当有更多的自主阅读的时间，把在精读课上学到
的阅读方法加以迁移运用，还应当有更多的交流自我读书心
得的`机会。略读课上，学生学得更自主、更开放。教师说得
更少、更精到。但略读成为一项教学活动的时候，作为教师
势必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引领学生深入、有效地开展有层次
地阅读。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七

这片课文主要是要引导学生品味课文中描写的山林景象，院
子里的绿意浓浓，山沟的绿意盎然，山野的绿树成荫描写。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自习品读。然后引导学生去理解老农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创造奇迹的，从而去理解老农开辟山林、
绿化家园、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和情怀，在此基础上理
解“青山不老”的含义。

课前让学生收集关于晋西北的相关资料，了解绿色作物在那
里生长的不易。教学的时候让学生围绕老农创造了什么奇迹，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的，以及你是如何“青山不
老”的'含义的这三个问题展开自学，自学的时候给了孩子们
足够的时间和自主性。而且让孩子们在自学的时候动笔，圈
圈画画，批注点评，写下心得体会。引导学生交流的时候我
注意把握重点，引导孩子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最后我让孩
子们进行了一个小练笔，把自己想对老农说的话写下来。

孩子们写的很有特色，注意了各自的侧重，有的赞扬老农坚
持不懈地改造山林，有的敬佩老农抛弃个人的利益甘愿在清
苦的环境中改造山林，有的惊诧老农所创造的奇迹……总之，
这次的小练笔孩子们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写出了自己的真情
实感。

山野老农只是一位普通的人物，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不能让
人为之感动，为之敬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含辛茹苦的坚
持；老农的身上没有熠熠生辉的光环，但是他那种造福人类，
造福子孙的精神却能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一名普普通通的老人，但是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实的，是无
穷的……不知道在教学中我有没有把这份感动带给学生，但
是我想，读他的故事，对孩子们却是一种真实的心灵的涤荡！

青山不老教学反思篇八

1、粗知不是浅知：

略读课文不像精读课文那样严格细致，只要求粗知大意，但



并不意味着就能够马马虎虎，草草了事。粗知不是浅知，粗
知不是少知。粗知是相对精读课文而言，略读课文少了识字、
学句、学词等许多头绪，教学目标更为集中，教学重点更为
突出，但在阅读方法上，也不排斥精读文章的重点，精彩之
处还是要引导学生细细品读。

2、自主阅读也不是自学：

略读课文应当有更多的自主阅读的时间，把在精读课上学到
的阅读方法加以迁移运用，还应当有更多的交流自我读书心
得的机会。略读课上，学生学得更自主、更开放。教师说得
更少、更精到。但略读成为一项教学活动的时候，作为教师
势必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引领学生深入、有效地开展有层次
地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