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火烧云教学反思 穷人教学反思小
学语文(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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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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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云教学反思篇一

《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课文记叙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桑娜与渔夫主动收养已故
邻居西蒙的两个孤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沙俄专制制度下
渔民的悲惨生活，赞美了桑娜和渔夫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
别人的美好品质。

德。首先，我在教学开始时采用引导学生围绕课题提出问题，
激发学生阅读本文的兴趣。如，“为什么用‘穷人’做题
目？”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在学生
读通课文后，我让学生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怎
样的事。然后，让学生通过认真研读，从课文中找出描写环
境和人物对话、心理的句子，体会穷人的'高尚品质。其次，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注意抓住桑娜抱孤儿回家后复杂的心理
活动以及桑娜与渔夫的对话，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桑娜这
样做的意义，从而体会桑娜的善良品质。因为理解桑娜复杂
的心理活动，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教学的难点，所以，我
让学生用充足的时间朗读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语句，让学生
想象：桑娜在继续等待丈夫的时候想到了哪些？为什么会想
到这些？接着让学生再读读描写心理活动的语句，了解省略
号的作用。最后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进一步体会桑娜的崇
高品质。此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还注重加强学生的感情
朗读。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好桑娜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她和
丈夫的对话。



因为课后小练笔是续写《穷人》。桑娜告诉丈夫自己已经把
孩子抱回家后，课文就戛然而止了。孩子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桑娜与渔夫又会带领孩子怎样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这些问
题牵动着学生的心。因为学生平时较少练习写续写，因此，
在教学时，我先告诉学生续写时要把握故事情节的主线，把
握人物的性格特点。无论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主线不能变，
人物的思想品质不能发生本质的变化。接着鼓励学生大胆想
象和创造。因为，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学生对《穷人》这篇
课文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非常关注接下来的结局将
会是怎样的。于是，我创造机会举行《穷人》续写交流会先
让他们进行小组的交流，说说接下来的情节将会是怎样的，
然后让他们继续展开丰富的想象，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的续
写，从学生交上来的文章中，我欣喜地发现原来学生的想象
能力是如此丰富，他们充满爱心，给予桑娜一家非常美满、
幸福的好结局。

火烧云教学反思篇二

思考是艰苦的过程，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苦苦思索不得其
解是痛苦的，但上下求索后豁然开朗带来的那份欣喜，所产
生的效益带来的那份慰藉，确实是一种享受。

一次笔者在教学《穷人》时，在初读课文后，提问：你认为
桑娜一家穷吗？学生一致认为他们一家很穷，并找出文中直
接描述”穷”的资料。观点出乎意料的单一，全然没有我想
象中的碰撞与论争。经思考我发现主要存在着以下缺陷：教
学中，学生思考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学生思考的过程没有重
视。思考时间的不足，大大抑制了学生思维活动的展开（看
书直接获得结果，对知识的产生、发展等思维过程难以暴露，
探索情境悉遭破坏，学生思维活动得不到充分展开）现成的
结论从思考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力的内在联系，扼杀了学
生的智慧，剥夺了学生思考的快乐。

其实，教师只要给予学生充分享受思考过程的时间，将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回报。之后我在别的班级上这一课时，我提了
同样的问题，要求是让学生1分钟后回答。学生有了充分思考
的时间，有的学生说：”老师，他们生活上很穷，但我觉得
他们又并不贫穷……”有的学生说：”老师我认为他们并不
贫穷，我觉得他们是富翁。””他们在生活上吃不饱，穿不
暖，确实是穷人，但他们敢于应对艰难生活的坚强，关心别
人的那份善良，却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他们是精神上的
富翁。”……思考时间还给了学生，学生从中体会到了思考
的快乐，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

虽然，思索的过程意味着学生要面临问题和困惑、挫折和失
败，这同时也意味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许还会一无所获，
但，这却是一个学习、生存、生长、发展、创造所务必经历
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潜力、智慧发展的内在需要，它是一
种不可量化的”长效”、一种难以言说的丰厚回报与快乐。
给予耗费学生思考的时间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火烧云教学反思篇三

我走进了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教学，在这一过程中，
我真切地看到了自己成长的轨迹，真切地感受到了一颗颗充
满活力的教学弄潮儿，一个个充满生命张力的语文课堂。教
学民主衣袂飘飘，楚楚动人，自主合作探究，情感、态度、
价值观款款地向我们起来。我们激动得想，新课程真好。新
课改在铜陵已有两岁了，如果现在谈到新课程改革还仅仅
是“新课程真好”，那课改在铜陵就真的要停止呼吸了。可
喜的是，我们在一批老师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待新课程改革，
开始用批评与反思赋予铜陵教研以新的生机，构建教学真的
精彩。

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

记得在课程改革开始的一次调查中，有位家长这样说：“课
程改革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它却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孩子



一生的命运！”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给孩子一个什么样
的教育，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二、给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1、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

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
能让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
我”，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
或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
创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激趣”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
乐”。

3、教学活动中要注重“溶情”。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教学当中的“情”
犹如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
师的点拨下进入课文佳境。

三、给学生一个“对话的课堂”。

传统的语文课堂，学生只是可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
去“对话”。我们要还给学生一个“对话”的课堂，实
现“文本对话”、“师生对话”和“生生对话”。

四、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

1、让孩子去“展示自己”。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

孩子的创造力有时简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教学《乌鸦喝水》
时，我们接触到了两组形近字，“鸟”和“乌”，“喝”
和“渴”。这一直以来都是教学的难点，孩子们自己思考，
竟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对于“乌”的理解：“乌”表示黑色；“乌”比“鸟”少一
点，是因为乌鸦全身都是黑的，以致于我们看不到它的眼睛
了。

对于“喝、渴”的区别，学生这样说：“喝水”要用口喝，
而且必须把嘴张大（形象说明“口”的字形），所以是口字
旁；“渴”是因为口渴了特别想喝水，而想喝水并不一定要
张大嘴巴，所以是三点水旁。

2、引领孩子去读书。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那么，利用好例子教
给学生学习方法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大量的'实践，只有在
实践中，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巩固、提高。基于这个思想，
我经常搜集课外阅读材料，推荐给学生阅读。在教学《车的
世界》后，引领学生阅读背诵了《小小交通警》、《洒水
车》、《让车》等十余首儿歌，使学生们了解到了更多有关
于车、交通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无形中又认识了许多生字。
另外，将《安徒生童话》、《唐诗三百首》、《格林童话》
等书籍推荐给他们阅读，使其领悟书中的精妙所在！总之，
教师要做一个牧羊人，把可爱的孩子们引领到最肥沃的草地
上去尽情享受！

3、在生活中学语文。

“让语文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一直以来，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使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
语文离他们很近很近。这样，孩子们便会更加自信、更加主
动地去学习。“在生活中识字”的教学实验就很好的证明了
这一点。大街上、电视上、车厢里……到处都成了孩子们识
字的地方。抓住生活的点点滴滴，眼里有资源，心里有教育，
课程资源就无处不在。

五、给学生一个“感悟的课堂”。

著名特级教师窦桂梅老师曾说过：学生的感悟能力就如同杠
杆上的支点，对人的发展来说，学生的感悟能力的高低正决
定今后能否撬起这个“地球”。感悟既是一种心理活动，又
是一种感情经历，还是一种审美的体验。

1、把人家的情感变成自己的情感。

《水乡歌》描写的是“南国风光”，如何让北方的学生去体
验作者热爱自己家乡的情感呢？通过录像展示美丽的水乡，
而后，引导学生把自己美丽的家乡介绍给大家。孩子们充满
着自豪感，饱含着对家乡无比的热爱之情赞美着……这样，
孩子们自然就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感，同时也将自己深深地感
动。

2、把别人的文章当注解，把自己的人生当正文。

每一篇文章都有值得我们和学生共同去感悟的地方，而每一
个人的所得是不尽相同的。我们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感悟他
人的美妙篇章时，不忘时时联系自己，感悟自己，感悟人生，
“把别人的文章当注解，把自己的人生当正文”！

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每一节语文课都能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
幸福快乐的时光！



火烧云教学反思篇四

一、成功之处：

1、精选重难点，提高课堂时效性、

2、精心设计重难点，提高教学实效性、

二、不足之处：

“读”是学生与文本间实现心灵对话与沟通的最有力桥梁、
我虽进行了读的训练，但读的不充分，不畅快、我认为在重
点之处还应加大读的力度，反复地读。

火烧云教学反思篇五

首先，创设生动地教学情境，用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把孩子们
吸引到数学活动中来，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动画片。这样，
学生爱学、乐学，把学生的内在需求激活了，学习的兴趣也
提高了。

另外，创设各种有趣地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在活动中
逐步感受一分钟的长度。本节课，我设计了一系列有趣的活
动：

1、读书，一分钟大约阅读多少个字；

2、写字，一分钟大约书写多少个汉字；

3、背口诀，一分钟大约能背多少句乘法口诀；

4、做口算题，看看自己一分钟能做多少道口算题；

5、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估计一下一分钟时间的长短孩子



们在这些有趣的活动中自主、合作学习，探究、体验一分钟
的长度。学生在原有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下，又有
了新的体验。

最后，让学生了解一分钟还能干什么？例如：一分钟，银行
点钞机大约可以点1500张***。；一分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
大约可以播800个字； 一分钟，人大约可以走80米。；一分
钟，汽车大约可以跑1200米；一分钟，激光大约可以走1800
万千米。从而让学生感知一分钟的重要性。

1、上课比较粗糙。课已经上完了，但学生的1分钟还在老师
的计时表中，还没有形成自己的1分钟，还没有内化。

2、课堂语言的描述不够精练，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3、在制作课件上能力不够，需要加强技术上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