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篇一

教学刚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把起点定的很高，随着教学难
度的提升会使教学难以进行下去。深奥的课文，起点定得低
些，然后逐步提高要求，学生的学习才能比较顺利。揭题时，
是引导学生关注“钓鱼”还是“启示”，起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启示”，抓住“启示”的语句学习，遵
循的是从理性到感性，学生学习会感到困难重重。一开始
从“钓鱼”入手，体会放鱼之难和父亲教育之严肃，再来感
悟得到的启示，遵循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教学，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

2、以读为主、读中体验

3、引导思维，解决问题

阅读的本质是思维，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就必须引导学生
学会思维，学会解决问题。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以三个问题
引导学生思维，突出教学重点和突破难点。

问题二：父亲要“我”把到手的大鲈鱼放掉，态度那么坚决，
是不爱“我”吗?他做得对不对?也是抓住主要词句感悟，体
会父亲对“我”的严格的道德教育。

问题三，“我”从钓鱼中得到什么启示?引导联系上文理解作
者得到的启示，并用具体的例子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让学生
说说当自己遇到道德难题的时候，如父母不在家，作业没有



完成很想玩电脑时;老师多给了分数时;营业员多找你钱时;马
路上没人看到，你捡到钱时……都会怎么做。学生的思想进
行了洗礼，口头表达能力也得到一定的训练。通过把抽象的
概念具体化而加深了对“启示”的理解。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感受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读的少，
大多数学生上课不发言，不思考，学生想象能力差，自主学
习能力差，没有养成好的自学习惯，对于文中的含义深刻的
句子学生还是理解的不透彻，不会联系生活实际来谈，学的
内容死板，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就必须
引导学生学会思维，学会把问题解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篇二

《钓鱼的启示》是一篇比较深奥的课文，对五年级的学生来
说，是比较难学的。这篇课文的教学，是为了探索深文浅学
的教学方法，对蕴含深刻人文哲理的课文，如何让孩子既学
得懂，又学得搞笑呢?根据班上孩子的实际状况，我采用了优
选组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

1、降低起点层层突破

教学刚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把起点定的很高，随着教学难
度的提升会使教学难以进行下去。深奥的课文，起点定得低
些，然后逐步提高要求，学生的学习才能比较顺利。揭题时，
是引导学生关注“钓鱼”还是“启示”，起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启示”，抓住“启示”的语句学习，遵
循的是从理性到感性，学生学习会感到困难重重。一开始
从“钓鱼”入手，体会放鱼之难和父亲教育之严肃，再来感
悟得到的启示，遵循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教学，贴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

2、以读为主、读中体验



3、引导思维，解决问题

阅读的本质是思维，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就务必引导学生
学会思维，学会解决问题。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以三个问题
引导学生思维，突出教学重点和突破难点。

问题二：父亲要“我”把到手的大鲈鱼放掉，态度那么坚决，
是不爱“我”吗?他做得对不对?也是抓住主要词句感悟，体
会父亲对“我”的严格的道德教育。

问题三，“我”从钓鱼中得到什么启示?引导联系上文理解作
者得到的启示，并用具体的例子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让学生
说说当自己遇到道德难题的时候，如父母不在家，作业没有
完成很想玩电脑时;老师多给了分数时;营业员多找你钱时;马
路上没人看到，你捡到钱时……都会怎样做。学生的思想进
行了洗礼，口头表达潜力也得到必须的训练。透过把抽象的
概念具体化而加深了对“启示”的理解。

透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感受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读的少，
大多数学生上课不发言，不思考，学生想象潜力差，自主学
习潜力差，没有养成好的自学习惯，对于文中的含义深刻的
句子学生还是理解的不透彻，不会联系生活实际来谈，学的
资料死板，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就务必
引导学生学会思维，学会把问题解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篇三

通过本文的设计、教学，我更深刻的明白了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明确读的目的，以读为本，运用多种形式、手段，激
发学生朗读的兴趣，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注意读思结合，
激发兴趣，以情促读，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提高教学效
率。



在引导学生体会“我”的心理活动时，我鼓励学生在有关的
句子想一下如果自己就是作者的体会，进而在师生的交流、
讨论中完善体验。例如对“‘可是再也不能钓到这么大的鱼
了！’我大声争辩着，竟然哭出了声”这句话的理解，学生
体会到了难受、伤心、委屈等，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体验。
再如引导学生就“我”和“父亲”还会说什么进行想象续说
时，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

语言文字是进行朗读训练的凭借，是思想感情的载体。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抓住文章的重点语句，让学生品读，使学
生领会到语言文字的美妙，体会到作者的感受，从而使他们
对语言文字产生兴趣，萌发朗读的情感。所以，阅读教学中，
我根据学生对语言文字理解的程度，提出相应的不同层次的
朗读要求，不能让读停留在同一层次，也不能提出过高的要
求，要由浅及深，逐步提高。

在课文中，学生理解起来最难的是“什么是诱惑人
的‘鱼’”。同学通过讨论找生活中的实例，比较形象的了
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在教学中，也存在不足。

一是引导学生朗读的问题。当学生找出了有关的句子，用怎
样的方式使学生的朗读质量得以提高？怎样激发学生朗读的
积极性？如何实现有感情地朗读这一目标？如何评价朗读的
结果？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粗浅，有待思考、探索。

二是课文中难点的处理问题。

三是学生情感的激发问题。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篇四

小学生作文大全



我对周菲这12岁的小姑娘发自内心地佩服，我佩服她的才干，
小小年纪却能做出比大人还优异的事；佩服她的胆量，能冷
静地参加竞选，技压群雄，取得了这宝座；佩服她有这过人
的聪慧，工作有条不紊；更佩服她为祖国建设作贡献的崇高
精神，救助了面临倒闭的企业，还贷款2300万元给建造南京
长江大桥……这些，是我们平凡的孩子做得了的吗？绝不可
能。

周菲之所以这么出色，这么能干，是因为她从小就树立了远
大的理想，她还说：“长大学国际金融，到时当一名银行家。
”她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平时学习成绩优秀，为了实现理
想不断努力、奋斗。12岁就能做出惊天动地、为祖国作贡献
的事，佩服！佩服！虽然我的心里有这样那样的理想、目标，
却从未一心一意努力地去奋斗过，好像实现理想是那么遥远，
慢慢来，不要急，对照周菲，我的想法错了。

光靠嘴上说是不行的，即使磨破嘴皮子也不可能实现你的理
想、愿望，我要向周菲学习，以实际行动来为实现理想而努
力。“攀登就在儿时早”现在不努力学习，将来是不会有出
息的，所以，我也要脚踏实地学习，做一个有理想，有志气
的孩子！

命题感悟及教学启示篇五

《钓鱼的启示》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作者按事情发展的
顺序，讲述了从钓鱼到放鱼的经过，最后写34年后的启示。
文章用烘托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严格自觉遵守规则的好爸爸
形象。通过教学，引导学生懂得，自觉是一个好公民应有的
修养。文章大量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是本文在表达上
的一个特点，也是理解重、难点的切入口。在教学中我注意
了以下几点：

1、降低起点，层层突破。



《钓鱼的启示》是一篇比较深奥的课文，对四年级的学生来
说，是比较难学的。如果一开始就把起点定得很高，随着教
学难度的提升就会使教学难以进行下去，越是深奥的课文，
起点越应定得低些，然后逐步提高要求，学生的学习才能比
较顺利。所以我在教学时，先引导学生关注“钓鱼”而不
是“启示”。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启示”，抓住“启示”的
语句学习，遵循的是从理性到感性，学生学习会感到困难重
重。而一开始从“钓鱼”入手，体会放鱼之难和父亲教育之
严肃，再来感悟得到的启示，遵循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教学，
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了,更能使学生在对字词句的理解体会
中逐步走进人物内心世界，引起共鸣，对人物所受的启示教
育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内化。

2、抓心理变化，感悟人物情感。

本课是虽然写的是一件小事，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不是一下
子就能体会到的。我在处理教材时，以“我”的心理活动、
情感线索为主线，让学生找“我”不肯放鱼的句子，接着思考
“我”为什么不肯放鱼，尝试引导学生通过对关键词句的学
习，深刻感受“我”钓到大鱼兴奋、被迫放掉大鱼的心痛和
无奈，以及三十四年后，“我”为之骄傲的情感变化，从而
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从故事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层层上
升，真正地理解到作者通过钓鱼所获得的启示。另外，我又
以父亲的态度线索为辅线进行教学，想让孩子通过对“父
亲”心里的犹豫，到最后坚定的语气这一过程的了解，加深
学生的认识——规则，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遵守的。

板书的设计也体现了文中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叙述的顺序，
另一条是情感的主线。

3、抓重点词句，反复品读悟理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使学生领会到语言文字的美妙，体会到
作者的感受，那就会使他们对语言文字产生兴趣，萌发朗读



的情感。在体会“我”放掉大鱼的情感时，我让学生反复朗读
“我”说的话，如：“可是再也不能钓到这么大的鱼了!”一
边读，一边引导学生感受作者内心的不舍以及不舍的原因。
然后，我又提出相应的更高层次的朗读要求，由浅及深，一
步步激发学生的情感，让学生产生共鸣，加深内化。还引导
学生体会两处鱼的不同含义,将大部分时间还给学生，反复地、
多形式地引导学生品读，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4、引导思维，解决问题

阅读的本质是思维，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就必须引导学生
学会思维，学会解决问题。如，《钓鱼的启示》以三个问题
引导学生思维，突出教学重点和突破难点。问题一：从钓到
大鲈鱼到把大鲈鱼放回湖里，“我”的心情有什么变化?抓住
主要词句感悟放弃已经到手的大鲈鱼有多难;问题二：父亲
要“我”把到手的大鲈鱼放掉，态度那么坚决，是不
爱“我”吗?他做得对不对?也是抓住主要词句感悟，体会父
亲对“我”的严格的道德教育。问题之三，“我”从钓鱼中
得到什么启示?引导联系上文理解作者得到的启示，并用具体
的例子引导学生联系生活，通过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而加深对
“启示”的理解。

5、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道理

教学中我注重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尝试文中的各个如在教
学“我”舍不得放掉大鱼，哀求父亲时，引导学生想象：我
乞求的目光仿佛在对父亲说：xxxxxx。然后又揣摩父亲此时的
心理活动：父亲盯着鲈鱼看了好一会儿，心想：xxxxxxxx。然
后把目光转向了：“我孩子，你得把它放回湖里去。”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读中体验“我”和“父亲”的心
情的变化，，从而领悟“父亲”告诫中深刻的做人道理。

6、联系生活实际教育学生，学文与导行相结合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就是人的经验、知
识、思想、能力、情感、思维方式等个性因素所引起的阅读
理解和感受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也
存在于学生与学生之间。在教学活动中，我充分给予每个学
生理解和表达阅读材料的机会，鼓励学生各抒已见，把自己
独特的见解、感受尽情表达出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学完课文之后，我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感受：有的同学说
要做遵守规则的人，有的说要做不贪名利的人，有的说要做
诚实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同
的领悟，达到了预期目的，从而将学文与导行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