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实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正是因为少年周恩来想到了这些，所以他决心拯救这个贫穷
落后的旧中国，立志――(指课题，生读)“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

这简短的九个字在周恩来的心中重复了无数次。因此，当校
长提问时，他清晰而坚定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

这是他今后学习的动力，因此他铿锵有力地回答―“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他一生信守的诺言啊――齐读

这更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啊――齐读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2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誓言不仅激励着周恩来，也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今天，我们也要思考“为什
么而读书”的话题。我把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的几句话
送给大家，我相信，它对大家思考自己为什么而读书一定有
所帮助。(出示，范读)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
地球。”

同学们，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与希望!让我们为国家的强盛，为
国家的繁荣而热爱读书吧!

板书：中华不振――受尽欺凌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x振兴中华――不受欺凌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学反思

语文传承的是文化，她较历史更添厚重，她比教学更显丰满。
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的教学中，我极力用课文中
生动鲜明的文字激活学生的思维，以真挚热烈的情感点化学
生的认知，用凝练明白的语言愉悦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
潜能。

一、抓准切入点，紧扣“中华不振”，整体解读文本。

这篇课文写的是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一件事，他耳闻目睹了中
国人在外国租界里受洋人欺灵却无处说理的事情，从中深刻
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而立志要为振兴中
华而读书，表现了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文章一共
讲了三个小故事，篇幅较长，如果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逐个
讲下来，就会在40分钟内完不成教学目标。于是，我把本节
课的重心放在了“中国妇女受洋人欺凌”这件事的阅读理解
上，因为这件事既是激发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这句话的直接诱因，又能承上启下，贯通全文。深入地
体会这段话，并有感情地朗读出来，对于理解他立志为振兴
中华而读书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本节课的教学，我注重引
导学生采用多种方式研读，读中体会、读中感悟。最
后，“中华不振”成为课堂上蓄积情感、掀起高潮的一个支
点。



二、拓展文本，直面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报国之志。

课堂上，学生的愤怒之火已被点燃。为了把学生这种情感引
向另一个高度，我出示补充材料，让孩子直面历史，让孩子
心海难平，让孩子心有所向，让孩子从心底深处唤起民族意
识，萌发报国之情。与少年周恩来的心灵产生了共鸣。直至
课的尾声，我让学生思考：我们又是为什么而读书?并通过学
习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的几句话让学生们明白祖国的未
来要靠他们。

结束了这课的教学，我静下心来，不断反思。激发学生的情
感固然重要，但是在本课教学中如何让这种情感延续下去更
重要。整堂课上学生带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去朗读、去感悟感
觉还有欠缺。

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习作指导

教学目标:1、带领学生走进校园,通过看、听、闻、摸问等，
动用多种感官对校园进行细致观察，感受校园的美好。

2、引导学生能生动具体地描述观察到的景物或由此引发的联
想。

3、学会按一定顺序把景物写具体，并能写出具有自己独特感
受的语句。

教学重点难点：按一定顺序将自己观察到的景物生动、具体
地写下来。

课前准备：带领学生实地观察、记录。并拍下相关照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表达。

导入：同学们，校园是美好的地方，你肯定对它非常熟悉，
你们看这是。。。。。。。？

1、课件出示校园图片（校园的文化长廊、教学楼、操场上的
花圃）

2、引导谈话：这三处景物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处？

3、学生汇报交流：（我喜欢文化长廊、操场中的花圃、教学
楼......）

4、引导：多美好的校园呀！今天这节习作课咱们就来写校园
里的一处景物。

二、审题，明确要求：

1、课件出示习作内容：“我们都爱自己的校
园.............。”

（1）学生默读内容。

（2）归纳习作要求：

a写校园一处景物

b按一定顺序写，写具体，语句写通顺。

（3）引导谈话：同学们校园这三处景物是不是都写进去呢？
选一处写，你会写哪一处呢？（花圃）

（4）小结：既然那么多的同学选择花圃，咱们就来说一说花



圃吧！（师板书：花圃）

三、习作指导：

1出示花圃里的茶花、樟树、小草及花圃的整体图片。（整体
图片可插入鸟声、蜜蜂的声音）

2教师引导：看到这样一幅幅图，你想说什么？

3学生反馈：（美丽、可爱、生机勃勃师相机板书：美丽）

4教师引导：那么，我们写花圃的时候，可以写哪些呢？（师
相机板书：樟树、茶花、小草、铁树、健身器材等）

5师生共同交流：

（1）把观察到的花圃的景物说具体：

预设：生：可以写花圃里的樟树！

师：你可以说说樟树是怎样子的吗？

生：樟树长得十分高大。粗粗地干摸上去非常粗糙，叶子有
的深绿，有的嫩黄。。。。。。）

师：谁还能说说花圃里的其它景物？

生：我想说的是茶花。茶花就像一位柔弱女子，婷婷玉立。
雨后的茶花的叶片苍翠欲滴。茶花是粉红色的。。。。。。

（引导学生说具体的时候，可适当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的
修辞手法，通过看、摸、闻和想到的来把景物说具体）

（2）、按一定顺序把花圃的景物说具体。



1师引导：我们不光要把景物说具体，还得按一定的顺序来说。

2出示相关片段《鸟的天堂》描写大榕树片段。

3师生交流：

预设师：谁能够按一定顺序来说一说花圃里的景物？

生：走近校园里的花圃，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樟树。。。。。
。

（通过例文引导按一定顺序，从远到近，或者按游览的顺序
来说）

3赞一赞我们的校园

（2）学生反馈：（生：我想说我爱你校园！）

（五）总结：同学们，写一处景物，我们还可以采用总分总
的写作方法来写。当然除了美丽的花圃，你还可以写文化长
廊、或教学楼。

六、板书设计：

写校园的一处景物

总美丽

樟树

分茶花

小草

铁树



........

总喜爱

第二课时

习作讲评

师导入：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怎样写一处景，这节课，
我们来习作讲评。师板书（习作讲评）那我们评这次习作该
从哪方面去评呢？（是否符合习作要求）

1、评优。

a学生朗读习作。

b学生评习作。（可以从词语是否准确，句子是否通顺，好词，
好句，好段展开评）

c教师评习作：画出精彩的段落。好在哪里？说出欣赏？提出
不足，及相关建议

2、评中

a教师朗读习作。

b学生提出相关建议。

c教师提出相关建议。

d共同修改。

3学生互评。推荐好的句段。共同品读欣赏。说说好在哪里？



总结：同学们，我们要写好作文就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仔细观察一景一物，留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样写出来的
作文才会有血有肉。这就是：真情实感。

板书设计：

习作讲评

真情实感

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有的教师非常重视课堂教学设计，
不仅重视课前预设性，更重视创新性的教学设计。这本来是
一种好事，但在备课过程中过分追求课堂教学设计而忽视了
语文知识，则会造成教学中的败笔。下面就一位教师执教的
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搭石》一课的教学设计，谈谈自己的
看法：

教师为了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
体会到其中的人性美，整节课紧紧抓住每个部分的中心句展
开教学。在教学走搭石的部分（课文第四自然段）时，教师
有这样一个教学设计:首先抓住中心句“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
然的事”。然后引导学生理解“如果有两个人面对面同时走
到溪边，总会在第一块搭石前止步，招手示意，让对方先走，
等对方过了河，俩人再说上几句家常话，才相背而行。假如
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身子背老人过去……”
两句话的意思，紧接着进行了拓展：

假如（碰上赶集的日子……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遇到了下雪天……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遇到孩子上学……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

教者的目的是在处处回应“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完成拓展练习后，再次回到课文“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
年轻人总要伏下身子背老人过去。”教师抓住一个“伏”字
进行了分析。从“伏”字的来历开始，先出示了一幅图：一
个人，旁边蹲伏着一只小狗，说这就是甲骨文的“伏”字，
也表示了“伏”的本意；紧接着出示了小篆的“伏”字、楷
书的“伏”字；又找了一名个子比较高的男生，师生共同演
绎了“伏下身子背老人”过河的情景。

本来这里教师想通过拓展、师生互动，把教学推向一个高潮，
“伏”字的解释和运用成为本段教学的点睛之笔。可是，教
师把“伏”字的来历--也就是造字法解释错了，查一查《说
文解字》对“伏”的解释，“司也，从人从犬。”再查查
《汉语字典》对“伏”的解释：【动】会意。从人,从犬。意
思是:人如狗那样地匍伏着。本义:俯伏;趴下”。再上网搜索
一下，甲古文中根本没有“伏”字，“伏”字最早出现在金
文当中，教师出示的所谓甲古文中的“伏”，根本没有。不
难看出，“伏”本来是一个会意字，而教师却把它推断解释
成为了指事字。这样一来，教师设计的画龙点睛却成了蹩脚
的画蛇添足。

由此看来,一个好的教学设计，不仅仅在于形式，一个新颖、
有创意的教学形式的确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
文本的理解，对重点语句的深化。但前提是无论什么样的教
学形式都不允许教师出现知识方面的错误。要想使自己的教
学设计别出心裁，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求
教师课前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备课，将自己搜集的大量的
相关的知识一定要进行认真的分析、考证，确保准确无误。

[点睛还是添足教学反思(人教版四年级上册)]



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蚂蚁的世界

――《草虫的村落》小练笔

文:婷婷

提到蚂蚁,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那么当你遇到蚂蚁的时候,
是怎样做的呢?

今天,我又一次坐在屋后,一片茂盛的杂草丛,好像森林。静静
地望着湛蓝的天空,静静地看着旁边的绿草。

屋后的这片杂草丛,草高几十厘米,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我遮藏
住。坐在草丛中,四周全是绿油油的草,好似梦一般。

周围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偶尔有风大哥在耳边的呼唤我的名
字。正是这寂静,可以让我听见平时听不见的东西。我仿佛听
见小圆虫散步的oo@@的脚步声,听见甲虫妈妈在教育小甲虫
怎样找食物,听见小草们在互相对话……忽然,我感觉背后有
一些不对劲,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我急忙爬起身子一
看!呀!在我刚才躺下的地方有一个小丘,面积只有我手掌心那
么大。这块土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两根草,好似在可以遮挡着什
么。我扒开这两根草,下面赫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尖那么
大的洞穴。外面黑压压的`都是虫子。这是集体的住所!我刚
才就是压住的这不知名小虫子的住所,小虫子爬不出来,在用
力顶开这扇“门”。不过这住所建的够滑稽的,门口有两颗草,
好像我手掌上插了两根大葱。

我本来不太在意,但是回过神一看,外面黑压压的是蚂蚁!这是
蚂蚁的集体住所!完了完了,我有没有压坏蚂蚁呀?我赶紧在这
土地上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看看有没有被压坏的“尸体”,嘴
里还念叨着“对不起呀,对不起。我给你们送食物好吧?对不



起…”辛好情况不算太糟糕,我没有压坏这小小的生命。几只
胆大的蚂蚁爬到我跟前,向我摆摆触角,好像告诉我没事,不要
我太在意。

我目光追随着爬行的蚂蚁,去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蚂蚁世
界。

我静静的观察着,发现成群结队的蚂蚁鱼贯而出,自觉的排成
一个长队,走进了无穷无尽的“大森林”。我也加入了别有意
义的队伍,尾随在最后。两步的距离,对于蚂蚁可能很长吧。
我又来到了一个相同于住所的小丘,不过洞穴比较小,也不是
很深。我真想变成一个小蚂蚁,钻进这洞穴一探究竟。不久,
答案出炉。一个个蚂蚁又陆续出洞了,不过这次有所不同,它
们身上背着一块块像豆腐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它们的食物吧。
啊!我恍然大悟,这是蚂蚁的小仓库!我偷偷向洞穴看去,可是
实在太小,什么也看不清,隐隐约约有一些“豆腐”。蚂蚁还
会建造住所的仓库,真是一群有智慧的蚂蚁呀!

我以为要回到住所了,可是我错了。它们背着重10多倍的食物,
又一次向远方走去。我只好尾随。1步的距离,到了。这次不
是小丘,而是一个舞台。上面大约有十几只蚂蚁吧,拿着非同
一般的乐器,摆动触角,表演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会。优美
的音韵如灵泉一般涌动出来。

听完了优美的音乐,蚂蚁们走起路来更有劲头了。“哼哧哼
哧”我听见它们团结一致搬运食物的声音了。

到了住所,有闲情雅致的蚂蚁出来奏一曲小曲儿,跳一段舞蹈,
便都回去吃饭了。

这不一般的游历,我竟发现了属于蚂蚁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我
是多么的得意啊!



试讲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2)学生交流感悟

师：从女娲补天的过程中你体会到了什么?你是从哪些词或句
子体会出来的?许多动词体现出她的辛苦，快找一找，读一读，
演一演。

(3)指导朗读。师：经过千难万险女娲终于把天补上了，她是
什么心情?咱们就带着这种心情一起读第四段。

(4)指导复述。

(5)感受神奇。师：这一泼就补好了天，你们读得这么轻松，
说明了什么?(神奇)那你们能读出神奇吗?通过小组比赛读，
男女比赛读，读得一次比一次神奇。

三、总结：这就是神话，用神奇的想象，表现人们美好的愿
望。神奇的故事展示了一个神奇的女娲，我们了解了女娲补
天的过程，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会终生不忘
她的善良、勇敢的品质以及不怕危险，甘于奉献的精神一定
会在人间永远流传。

四、拓展。女娲的了不起让你们表现的淋漓尽致，你们真了
不起，在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让你觉得了不
起?(学生结合实际说)

《女娲补天》片段教学反思

这是篇神话故事，学生对内容很感兴趣，但是要体会女娲的
善良、勇敢，故事的神奇还是有一定难度。这节课，我选择
的片段是引导学生了解女娲补天的过程这部分内容，这也是
课文的重点段落三、四自然段，重点是了解女娲为了拯救处
于水深火热中的人类冒着生命危险补天的过程。激发他们阅



读神话故事的兴趣，培养想象力。教学难点是引导学生在理
解课文基础上,加上合理的想象，再现神奇、美好的画面。

在《女娲补天》这一片段教学中，开课的时候我提出“女娲
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这一问题让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理解，
让学生体会到女娲的勇敢、善良和神奇。然后直接导入课文
的重点段落，哪些词句写出了女娲的了不起和神奇?学生的心
都被女娲的善良、勇敢、吃苦耐劳等光辉形象深深地牵动着，
我引导学生去想象，去体验，引导学生入境入情地读。在这
堂课中，我尝试着让学生通过对词语和句子的理解来感悟人
物的情感和品质，再通过多种形式朗读，读得一次比一次到
位。这段教学中主要通过读让学生体会出了女娲的了不起。
使学生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好课文，理解文本。学生很会
找关键词，于是我把“几天几夜”板书在“找”的下面，
把“五天五夜”板书在“补”的下面。还有女娲冶炼五彩石
和补天的一连串动词的运用(找一挖一放一炼一化一装一端一
泼等)十分生动传神。先让学生读出动作的词语，再指名的时
候让学生做相应的动作。这个时候学生已经读出了味道，。
让学生从中体会女娲不怕危险、不怕苦难的好品质。

存在不足的是时间安排不够合理，由于在“寻石”一段中读
得较多，在“补天”这一部分教学实践比较紧，学生没有体
会到神话的神奇这一特点。

更多相关教学设计内容推荐：

优质课一等奖《安塞腰鼓》教学设计及反思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主题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