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枣核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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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核教学反思篇一

上个星期，学校临时通知我讲一节随堂课，有教委领导来视
听指导，。我诚惶诚恐，时间紧迫，只有一节备课时间。于
是我就认真地看了两遍教材和教参。

文章讲述的是作家萧乾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记述了“我”访
美时，探望了一位旧时同窗好友，并带去了好友再三托付的
几颗生枣核。从踏访花园和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同窗好
友怀念家乡、眷恋故土的真挚情感。文章的.重点在于让学生
感受海外赤子眷恋故土的真挚情感。

对于六年级的学生而言，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所
以第一课时的教学，我就侧重于让学生概括课文内容，了解
课文的表达顺序，教学反思《》。在我和同学们合作完成读
课文之后，就让学生找出贯穿全文的事物，学生很容易找出
是枣核，于是紧接着我就抛出核心问题：全文围绕枣核都写
了什么，引出了哪些内容？在我示范总结下，学生很顺利地
理清了课文顺序：索枣核——见枣核——说枣核——议枣核。
我就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种写作方法叫做一线串珠。

这节课由于准备仓促只讲了第一课时，但也完成了教学目标，
学生在这节课上积累了词语，从整体上把握课文的内容，思
想和情感，学会了概括课文的方法并认识了一种新的写作方
法。个人觉得学生收获还是颇丰的。这也就是语文教学上要
求的一课要有一得吧。总觉得有很多需改进的地方。首先，



新课程理念强调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探
究、发现问题。而本课的教学，我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走的，
问题全是我设计的，虽完成了学习任务，但学生是被动学习，
主动探究、发现问题的意识未得到增强。其次，因为本课主
题不难理解，我所设计的问题也都较浅显，难以激发起学生
探究的欲望。授课内容多停留在教参层面，自己对文章内容
的思考不多，挖掘深度不够。

枣核教学反思篇二

《枣核》一文的写作特点是以小见大、以物传情。枣核 ——
一颗看似寻常不被人留意的种子；送枣核 —— 一件极为平
凡普通的小事，而在萧乾笔下，却写得那样情意浓浓，含义
深刻。小小的枣核寄托了一位远离祖国近半个世纪的美籍华
人思恋故土的民族深情。“改了国籍，不等于改了民族感情；
而且没有一个民族象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作者独具慧眼，从小处着笔、从大处着眼，寓情于物，以小
见大、从一件小事中，发掘出了一个有深意的重大主题。 这
也是本文的一个学习重点。为完成这一目标，我围绕枣核设
计了这样三个环节：

初读枣核。这个环节主要是通过朗读整体感知课文，让学生
谈谈初读的感受，并积累重点词语。

读懂枣核。利用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把握全文主要内容、
理解主题，同时指导学生阅读方法。

品味枣核 。抓住主旨句：“ 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
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透过这位友人，作者看到的是整个华夏民族对故土的依恋之
情。而且，这种思乡之情也正是爱国之情的具体体现。拓展
部分我给大家欣赏了席慕容和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朗诵，



让学生再次受到了爱国情感的熏陶。

授完课后，自我感觉思路还较清晰，学习任务也完成了，但
总觉得有很多需改进的地方。首先，新课程理念强调让学生
自主合作学习，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而本课
的教学，我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走的，问题全是我设计的，虽
完成了学习任务，但学生是被动学习，主动探究、发现问题
的意识未得到增强。想到黄校长所开设的《冰心诗两首》一
课，学生自主意识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通过小组合作，
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努力在小组内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
全班交流。课堂上，学生学习热情高涨，上课很投入，每每
有语出惊人的表达。这种情景正是我所期待的，可怎样才能
在我的课堂上出现呢？现在我明白了：只有解开束缚的绳索，
放手让学生自由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组织学生合作探
究，才能创设出我所期待的课堂。其次，因为本课主题不难
理解，我所设计的问题也都较浅显，难以激发起学生探究的
欲望。授课内容多停留在教参层面，自己对文章内容的思考
不多，挖掘深度不够。记得薛主任在讲题目枣核的作用时，
除了我们通常所讲的“枣核是文章的线索，是抒发游子思乡
之情的载体”外，还发现了文题和文章语言风格的关系，两
者都是质朴无华的。并由此让学生明白语言质朴无华但饱含
感情的文章绝不逊色于辞藻华丽的文章。这一点让我映象极
为深刻，如没有对文章深入地思考，哪会有这样的发现呢？
我应该向薛老师学习，多深入思考文章，力争形成自己独到
的见解。老师会发现了，也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去发现。

枣核教学反思篇三

在本次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中，我有幸参与其中，上了一节
《枣核》，回顾整个参与过程，收获颇多。

从定下以《枣核》为课题起，我将本课的教学定位为立足文
本，构建富有语文味、具有实效性的语文课堂。着重培养学
生的探究意识、问题意识，关注文本和学生，设计具有弹性



的问题空间，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与文
本展开心灵对话，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学生更准确地体悟作品情感，理解作者的用心。

从最终的实施效果看，我觉得以下几点是较为成功的地方：

本课在导入新课和感知文本的环节上处理得较为成功。

出来，学生的情感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师生共同学习的情
境由此生成。

本课预设的主问题只有二个：一是揣摩文题，感知文意；二
是品读语言，体悟情怀；问题思考空间大，大量的时间 “
留白 ” 给学生进行阅读体悟和思维碰撞。这样的课堂不再
充斥教师多而杂的提问，而是巧妙预设下的充分生成，学生
是课堂真正的主人。比如在 “ 品读语言，体悟情怀 ” 的
教学环节中，有学生从人物的语言入手，更有学生从人物的
行为入手；有学生对极具情味的语句赏析，更有学生对耐人
寻味的语句赏析；有学生试着分析修饰词的作用，更有学生
试着分析关键词的意义。学生搜寻赏析文章中表现对故土强
烈思念之情的词句，课堂成了学生驰骋思维、挖掘发现的 “
磁场 ” 。学生在自己的阅读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 “ 文章
不是无情物，字字句句吐衷肠 ” ，在对文本语言的阅读中，
在深度多元的思考中，构建起真实、自我的文本意义。

当然，不足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足之处是学生的知识
面较窄，语言表达力较差。

1 、加大阅读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2 、加强语言表达方面的训练。

3 、大力提高小组合作，全面推进学生的自主互助学习能力。



去除浮华，回归本真，深研教材，以生为本，这才是课堂教
学的真正要义。今后的教学中我更要不断反思，才能在不断
解决不足和遗憾的过程中提升自我。

枣核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本课的成功之处是由《我的.中国心》导入，强调这首诗
表达的是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感情。萧乾先生在《枣核》
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通过找寻围绕枣核所写事情“索枣核、得枣核、话枣核、议
枣核”很容易发现“枣核”是这篇文章的线索。

从内容上看，枣核形象生动地寄托了思乡之情。

从结构上看，枣核又是本文叙事线索。

从写法上看，以小（枣核）写大（思乡之情）。

学生的创新：“在回答美籍华侨生活得好吗？从文中找出根
据”时，大部分人有理有据的回答了生活得好，也有一个同
学认为她生活得不好，理由为思乡恋国心切，越老越烈，心
情不好。

枣核教学反思篇五

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
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
理解的能力。能阅读日常的书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
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事实上，我们的“阅读教学”仍然以识记为主，缺少理解、
质疑和发现。是在为老师自己的阅读而教，为教参而阅读，
为考试而教阅读。老师的`阅读感受取代了学生的阅读感受。



教师对课堂结构的艺术性太多苛求，起承转合、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迭起……过于精致细腻、转换频繁的课堂间接
地侵占孩子自读自悟、大块时间读、大块时间悟的时间。教
师讲解过深、过细、过透微言大义、字斟句酌、咀来嚼
去……语文课完全没有了语文味，难怪孩子不愿上语文课了。

有鉴于此，要想真正让孩子去阅读，让孩子去感悟，培养孩
子的情感，陶冶孩子的情操，塑造孩子的心灵，发展孩子的
阅读力，把课堂还给孩子，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
老师的主导作用，阅读教学就必须重视“整体感知”！

整体感知的关键在于文章的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睛
是心灵的窗户，是突破文章中心的一个突破口。为此，《枣
核》一文的教学设计就是围绕着标题“枣核”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