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 忆读书教
学反思(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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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一

上完了《忆读书》一课后反思如下：本篇课文体现了北师大
版教材的教学特点——学生的`自主意识强。

本课教学由学生自己根据“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提出
三个问题学习课文，这一教学设计较难，学生操作起来较难。
因此我充分发挥课堂上学生质疑的优势，既培养了学生的独
立思考质疑的能力，又很好地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在
学生学习课文的时候，我又尽量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读书
经历理解作者的读书体验，使学生也能和作者产生共鸣，让
学生明确，作者取得的成就离不开读书，正因为读过很多的
书，作者才能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但因为本课涉及的名著较多，学生对名著的内容了解不深，
因此我课前布置了搜集资料的作业，这就为学生拓宽了知识
面，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我认为本课的重难点，教学目标制定是比较准确，但在“读
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三个问题上的顺序上注意一下，
应该为读书好，所以才要多读书；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
书。对于文中提到的作者的读书感受，没有引导学生结合自
己的读书体验，体会作者的情感体验。因此在学生学习课文
的时候，尽量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读书经历理解作者的读



书体验，使学生也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指导他们在今后的学
习中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再者要将语言文字训练放在首位，不能忽略学生的品词析句
训练，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朗读指导。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二

《古人谈读书》是部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也是一篇比较难理解的古文，这一课摘取了孔子、朱熹、曾
国藩三位大家的读书之论。《论语》中的三句名言，分别表
达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的读书态度；朱熹的读书方法
为心到、眼到、口到，特别强调了“心到”的重要性。曾国
藩的读书要诀为“三有”，即文人读书要有志气、有见识、
有恒心，并强调“三有”缺一不可。

一问：我是用什么方法达到我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本文时，第一课时我带领学生通读全文，划分节奏，
在反复、多种形式的读中帮助学生解决生字的读音及古文断
句问题，这也为理解古文打下基础；第二课时，我将重点放
在对课文的解读上，旨在引导学生理解古文的意思，从而学
习三位大家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理解也是为了帮助学生
记忆，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就能达到成诵的地步。

二问：作业布置是否兼顾到了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

理解、背诵这三篇古文是这课的重难点，学习能力较强的同
学能在课堂上完成这两个学习目标，但是少数基础薄弱的同
学依然需要在作业中巩固知识点，所以我布置了两项基础性
的作业：

1、写上这三篇古文的翻译；



2、工整抄写三篇古文。对于能力较强的同学，这两项作业完
成起来比较轻松，所以我又布置他们课下搜集其他古人优秀
的学习方法，已达到拓展积累的目的。

通过这一课的教授，我深刻意识到古文语感培养的重要性，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逐步逐层对学生进行古诗词及文言文
积累的培养。

《谈读书》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三

1、这篇文章围绕着主题，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读书的好处，
并对大家提出建议。文章通俗易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我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孩子们通过自学的方式来
学习基础知识，理解课文内容，效果较好。

2、在教学过程中，我还抓住疑难句子，通过对疑难句子的把
握，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同时又能加深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



美中不足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鼓励不够，希望在下
次教学中注意。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四

本文内容浅显易懂，在引导学生学习时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但是课文中的一些书籍学生平时较少接触，了解的
东西少，所以在第二节课时就比较难上。我就将该部分的内
容转为请同学讲讲自己看过的，记忆深刻的书或一篇文章。
这样一变学生的热情就来了，一改刚才死气沉沉的状态纷纷
举手发言，有的甚至自己站起来抢着向同学叙述自己所看到
的.精彩的内容。有描述樱桃小丸子的任性，有的则描述蜡笔
小新的调皮淘气，有的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山水景色，有的则
描述自己家里的可爱的小猫小狗……我看了这样的情形不禁
暗暗高兴，不按已定的教案来上课那也是很好的，最重要的
是要在课堂上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能只为了完成教学
任务。虽然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但我在另一个方面上激起了
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他们进行课外阅读，并能够将自己所读
到的文章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这就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课
标》中“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
感”这个目标。但课后还要多引导学生去阅读，特别是阅读
一些名著，加深他们的文学修养。像中国的四大名著，文言
文较多，学生看起来较难懂，可以先引导他们去读读简单的
儿童版，然后再引导他们读读原著，这就可以加深他们对内
容的理解。

片段作文训练是为组织学生开展读书心得交流活动做好准备
的，有的同学就做得很好，能够及时的完成，而有的同学却
没有完成。从中可以看出有完成的同学是有所思考的去读书，
读过之后才有所得；没有完成的同学可能是没有去看什么书
或者是看了却没有思考结果是写不出来。看来，不仅要引导
同学去阅读，更要教他们如何阅读，读后应做什么。



不足之处：在课堂的导入方面相对来说较难，如第一课时的
导入可以换成俗语或谜语来导入如：千层宝典一翻开，黑白
纵横一排排。历代往事它记载，知识没它传不开。（请打一
物）谜底为 书。而第二课时则可以用同学们没积累到的有关
书的名言来导入。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五

上完了《忆读书》一课后反思如下。

本篇课文体现了北师大版教材的教学特点——学生的自主意
识强。

本课教学由学生自己根据“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提出
三个问题学习课文，这一教学设计较难，学生操作起来较难。
因此我充分发挥课堂上学生质疑的优势，既培养了学生的独
立思考质疑的能力，又很好地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在
学生学习课文的时候，我又尽量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读书
经历理解作者的读书体验，使学生也能和作者产生共鸣，让
学生明确，作者取得的成就离不开读书，正因为读过很多的
书，作者才能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但因为本课涉及的名著较多，学生对名著的内容了解不深，
因此我课前布置了搜集资料的作业，这就为学生拓宽了知识
面，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我认为本课的重难点，教学目标制定是比较准确，但在“读
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三个问题上的顺序上注意一下，
应该为读书好，所以才要多读书；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
书。对于文中提到的作者的读书感受，没有引导学生结合自
己的读书体验，体会作者的情感体验。因此在学生学习课文
的时候，尽量运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读书经历理解作者的读
书体验，使学生也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指导他们在今后的学



习中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再者要将语言文字训练放在首位，不能忽略学生的品词析句
训练，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朗读指导。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班会篇六

不足之处：在课堂的导入方面相对来说较难，如第一课时的
导入可以换成俗语或谜语来导入如：千层宝典一翻开，黑白
纵横一排排。历代往事它记载，知识没它传不开。（请打一
物）谜底为书。而第二课时则可以用同学们没积累到的有关
书的名言来导入。

忆读书课后反思忆读书教学反思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