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反思课堂重建(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反思课堂重建篇一

推荐初次读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奇怪，读读课文，还是有
点不明，很是手足无措？第二次再读全文，才略有所悟。数
次的读、细细咀嚼到最后的教，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了！

明明的爱心温暖了作者，温暖了我，学生能否也感受到这份
温暖呢？

在教学中我抓住了三次“番茄太阳”展开，让学生从品味中
感受明明那一颗富有童真的爱心。

我首先让学生划出文中出现的三处“番茄太阳”。这个难度
不高，学生不会有畏难情绪。接着让学生来体会这些句子
中“番茄太阳”的含义，并尝试在自己的书上写一写，这是
个高难度的学习任务。我设置这个环节，不是想故意刁难学
生，而是想给学生创造一个自己阅读文本，自己理解文本的
机会。三句中，相对容易的第一、第二句中的“番茄太阳”
的含义，学生如果能静心阅读文本是能够体会到的，只是可
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难度较大，但我不能越俎代
庖，剥夺学生思考的机会。学生的思考可能是正确的，那么
他们收获的就是思考的喜悦，如果有偏差，那么，就会在讨
论中拨正自己的理解。

第一处“番茄太阳”的含义是三句中最简单的一句，我让学
生上齤台边拿着番茄结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这句话？但
教具番茄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我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能更好



的想象明明抚摸番茄后对太阳的感受，并能排斥掉明明所说的
“番茄太阳”就是番茄的想法，但事与愿违，其中交流的一
位同学反而觉得“番茄太阳”就是番茄。我想：让学生先在
读中品味这句话，知道“番茄太阳”的含义后，再让学生结
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句话，体会明明心中对太阳的印象。

第二处要让让学生体会“明明的笑脸”就是作者心中最美
的“番茄太阳”是一个难点，我让学生走进了文本，捕捉作
者对明明笑的描述，然后通过课件集中出示，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明明的笑是一种活泼、开朗、天真、像天使一般的
笑……之后，以问题“但是，明明和我们一样吗？”来感悟
明明的笑更是一种坚强、乐观、自信、勇敢……的笑，从而
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述“看着她的笑脸，觉得那就是最美
的“番茄太阳”。这是对“番茄太阳”的含义由浅而深理解。

第三处“番茄太阳”就是明明的笑脸和美好的心灵，而明明
的笑脸和她那美好的心灵就像明明心中那美丽的“番茄太
阳”一样灿烂美好。在这处，我抓住作者的感情变化：灰暗-
温暖-快乐-喜欢-感动。引导学生体会明明美好童心对“我”
的感染，但是学生在这处的理解还是不够到位。

学完这篇课文以后，我被明明感动了，学生们也被明明感动
了，他们知道了要像明明一样坚强、乐观，快乐地生活着。

《“番茄太阳”》主要写了一个盲童纯真美好的心灵。在一
次又一次地研读课文后，发现文章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个浓浓的
“爱”字，从内容来看好似一个“爱之链”。盲童明明在父
母的疼爱与呵护中快乐的成长，从心底发出动听的幸福的笑
声，在美丽的笑声中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词语“番茄太阳”。
这美好的一切笑声中打动了“我”，“我”深深地喜欢上了
明明，觉得她就是最美的“番茄太阳”。当明明将要得到好
心人的捐助有了复明的机会时，他竟然说要像好心人那样把
她的腿捐献给我，让“我”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与真情，红红的
“番茄太阳”永远的挂在了我的心中。



即灰暗————温暖————喜欢————快乐————感
动，这是条贯穿全文的线索，在教学中是讲到相关段落时便
让学生找一找此时“我”的心情，再读一读，联系上下文体会
“我”心情的变化。因为是随文章情节逐步深入依次找关键
词，学生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到这条情感变化线索。

先让学生浏览全文画出三处描写“番茄太阳”的句子。接着
初读这三处“番茄太阳”，引导学生思考：这三处“番茄太
阳”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分别指的又是什么？给予学生
足够时间自己阅读课文，最后师生交流，在交流中学生能比
较准确说清第一、第二处“番茄太阳”的含义，对于第三处
学生能够理解意思，但在表述上不知用什么词语才比较恰当，
因此再让学生朗读相关段落，画出关键词，引导学生体会，
原来让“我”感动的是明明的心灵，紧接着追问，什么样的
心灵？这时再让学生去说第三处“番茄太阳”的含义，学生
就能比较容易地说出美好的心灵、善良的心等内容了。

一方面明明爱笑，找出描写明明笑的句子，通过反复朗读，
学生能较容易地说出从明明的笑中能感受到明明虽然是个盲
童，却能够乐观地面对生活。一方面是明明还很漂亮，并且
充满好奇心，十分好问。这里也是找出有关语句，通过自己
的朗读让大家一起来感受明明的美丽与好问。文中在描写明
明外貌漂亮的一段时，有这样的一句话“看着她，让人隐隐
心疼。”明明是个如此可爱的女孩，为什么作者会“隐隐心
疼”呢？学生们的回答真的让人惊喜，也让人颇感欣慰，有
的说因为明明长得这么漂亮，却是个盲童，作者为她感到惋
惜。甚至还有学生说道了因为作者也是个残疾人，看到明明
就像看到了自己，作者能体会明明的心情。

教学反思课堂重建篇二

这节课的设计本意是想讨论一下第一课时该做点什么。我的
思路是，一是检查预习，要加强学生预习习惯的'养成。二是
初读课文，读正确。正音、理解词语、指导朗读等环节后，



学生自读。三是再读课文，读流利。四是关注课题，思考，
质疑。通过朗读课文解决一部分问题，带着问题思考、朗读。
五是了解作者。可以通过文章的内容来理解。为第二课时的
教学做好铺垫。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有这样的几个问题：一是备课的时候准
备不充分，没有能准确的估计教学内容。而一些如初读、词
语的训练等问题没有落实到位。初读环节还是要加强。多少
还是有一点“表演”的心里在作祟。二是名言警句的作用没
有发挥出来，没有和整节课的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三是教
者的语言还不够精炼，废话较多，浪费了不少时间。四是一
些教学设计没有落实好。

教学反思课堂重建篇三

推荐初次读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奇怪，读读课文，还是有
点不明，很是手足无措？第二次再读全文，才略有所悟。数
次的读、细细咀嚼到最后的教，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了！

明明的爱心温暖了作者，温暖了我，学生能否也感受到这份
温暖呢？

在教学中我抓住了三次“番茄太阳”展开，让学生从品味中
感受明明那一颗富有童真的爱心。

我首先让学生划出文中出现的三处“番茄太阳”。这个难度
不高，学生不会有畏难情绪。接着让学生来体会这些句子
中“番茄太阳”的含义，并尝试在自己的书上写一写，这是
个高难度的学习任务。我设置这个环节，不是想故意刁难学
生，而是想给学生创造一个自己阅读文本，自己理解文本的
机会。三句中，相对容易的第一、第二句中的“番茄太阳”
的含义，学生如果能静心阅读文本是能够体会到的，只是可
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难度较大，但我不能越俎代
庖，剥夺学生思考的机会。学生的思考可能是正确的，那么



他们收获的就是思考的喜悦，如果有偏差，那么，就会在讨
论中拨正自己的理解。

第一处“番茄太阳”的含义是三句中最简单的一句，我让学
生上齤台边拿着番茄结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这句话？但
教具番茄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我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能更好
的想象明明抚摸番茄后对太阳的感受，并能排斥掉明明所说的
“番茄太阳”就是番茄的想法，但事与愿违，其中交流的一
位同学反而觉得“番茄太阳”就是番茄。我想：让学生先在
读中品味这句话，知道“番茄太阳”的含义后，再让学生结
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句话，体会明明心中对太阳的印象。

第二处要让让学生体会“明明的笑脸”就是作者心中最美
的“番茄太阳”是一个难点，我让学生走进了文本，捕捉作
者对明明笑的描述，然后通过课件集中出示，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明明的笑是一种活泼、开朗、天真、像天使一般的
笑……之后，以问题“但是，明明和我们一样吗？”来感悟
明明的笑更是一种坚强、乐观、自信、勇敢……的笑，从而
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述“看着她的笑脸，觉得那就是最美
的“番茄太阳”。这是对“番茄太阳”的含义由浅而深理解。

第三处“番茄太阳”就是明明的笑脸和美好的心灵，而明明
的笑脸和她那美好的心灵就像明明心中那美丽的“番茄太
阳”一样灿烂美好。在这处，我抓住作者的感情变化：灰暗-
温暖-快乐-喜欢-感动。引导学生体会明明美好童心对“我”
的感染，但是学生在这处的理解还是不够到位。

学完这篇课文以后，我被明明感动了，学生们也被明明感动
了，他们知道了要像明明一样坚强、乐观，快乐地生活着。

教学反思课堂重建篇四

在教学中，我重点抓：作者的心情变化、明明的笑声所犯引
出来的性格特征、三次“番茄太阳”的意义，这三条线索，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对比，让学生更容易的接受文章所反映的
中心，以及深刻的体会明明纯真、美好的心灵。

对三条线索的处理过程如下：

线索一：“我”的心情变化。

故事以“我”的见闻为主线，所以上课一开始，我让学生找
出描写“我”的心情变化的语句，读一读，注一注。引导学
生体会出“我”的心情是由灰暗——温暖——心疼——快
乐——感动。然后之一明明的心情为何会有这些变化。

以第一段为例，“那年，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临时租住在一
栋灰色的旧楼房里，生活很艰难，心情灰暗无比。”读了这
一段，学生自然的就会体会到作者灰暗无比的心情。那么，
具体是从什么地方体会到的呢?通过品读，学生就会感悟
到：“从临时租住、灰色的旧楼房，她连一个固定的家都没
有，日子很艰难。从这里能感觉到，她的心情很灰暗“那年，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证明她刚刚到一个新的城市来，没有亲
朋好友，举目无亲，心情自然很灰暗!”

线索二：明明的笑声所反映出来的性格特征。

那么是谁使“我”的心情有了这些变化呢?是明明的童心、童
真、童趣给了“我”鼓舞和感染。这也是通过她的几次笑声
表现出来的。学生要通过反复深情地朗读，感受到明明虽然
是个盲童，但她丝毫不为自己的残疾悲伤。虽然都是笑，但
每次的笑声传达出来的意思都不一样。她天真、善良、坚强、
乐观，她的快乐分阶段的鼓舞并且感染了作者。所以这两条
线可以进行交叉分析。

线索三：三次“番茄太阳”的意义。

这篇课文出现了三次“番茄太阳”，第一次这里的“番茄太



阳”就是指太阳，此处的理解很简单。第二次，明明的笑脸
在我眼中成了“太阳”，她的乐观感染着“我”。第三
次“红红的‘番茄太阳’一直挂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的心。
”明明真诚的爱心、美好的心灵让我感到分外温暖。

三个“番茄太阳”一层比一层意思更加深沉，令人感动。让
学生充分读问感受，说说自己的体会与感想。

同时本篇课文的讲解过程也是对学生人格塑造的过程。

教学反思课堂重建篇五

3月28日，我在四（2）班讲了四年级下册的《番茄太阳》。
讲下来，自我感觉不尽人意。

。过于实在，不能灵活机动。这很大程度是由于自身对课改
认识不够，步子迈的不大，总觉得这次课堂教学改革太难，
不敢去尝试。所以平时训练不到位。

。究竟导学案是否起到了引导学习，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因为很多同学读完目标，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按导学案的要求
自学，要干些什么？还以为是要按目标完成正确流利的朗读
课文，所以很多同学都是自读课文。这可能与导学案的编写
有关，因为课前预习写在导入新课后面，合作探究在课前预
习后面，学生不知道课堂进行到了哪里。

，对于展示，学生还不敢大胆发言，没积极参与的动力。这
可能与没有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有关系，也与教师平时指导
训练不到位有关。

。今后在导学案的设计上教师要做到合理、详实、细致。特
别是时间的分配上要合理，对学生的要求要细化，详尽，在
形式框架上要完整，在内容布置上要科学，在细节微观处要
着眼精雕。



通过这次课堂教学改革的公开展示，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这
次课堂教学改革的紧迫性。在平时的尝试中，我感受到只要
真的能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学生的潜力是不可估量，我们
教师要放手让学生静下心来去学习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但这
里的放手真的不是放任自流，教师对自学的引导不能全靠导
学案，教师要关注学生是否把每一个自学要求落到了实处，
要关注他们在自学中的参与学习的状。课堂上更要关注学生
学习的参与度。展示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的语言逻辑，话语
通顺流畅，行为大方有礼，不忸怩。

课堂上，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而且还要让
学生树立学习语文，掌握语言的信心，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
兴趣。真正做到：学生的课堂、学生作主，让每个学生在课
堂上学有所乐，生活中学有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