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蝉教学反思思考(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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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蝉教学反思思考篇一

本篇课文涉及到较多的地理知识，为更好地让学生了解文章
的写作思路，有必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地理知识，既可
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增长学生的见识，学科之间
相互渗透。但这些知识的介绍不能变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
要避免把语文课上成地理课或有关介绍恐龙知识的生物课，
所以与课文相关的课外知识可以以预习的形式布置给学生在
课前完成。本文的教学还是应该突出说明文的特点。

作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我们将来也许还
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大灾难(万一某天某个星体要撞击地球，
我们也许会知道如何来避免这种撞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
了解这种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当将来面对这种事件时，
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应急措施。

本课教学内容有些繁琐，简化程序是下次教学的突破点点。
说明文本身就比较枯燥，学生兴趣不大，有些程式化，如果
能用多媒体加入一些试听效果估计会不错。

科学家能从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中产生联想，经过怀疑、推
测、研究、论证之后有新的发现。同学们要从中受到启发，
就要善于多角度思考问题，以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蝉教学反思思考篇二

这两篇课文内容都比较简单。备课的'时候，吸取了前古文教
学的思路，认真备足课文的字词，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掌
握翻译及字词。关键的，就落在如何引导学生对古文更深入
地思考和理解了。

备课时所定下的学习目标是要学生掌握夸父和共工的人物形
象，学会比较人物形象。哪知上《夸父逐日》的时候，有个
学生忽然站起来问：“老师，夸父是不是很无聊，去追赶太
阳？”我念头一转，刚好这个可以作为学生质疑的切入点，
让学生更好地对课文进行讨论探究。于是我放下课本，请学
生就“夸父是不是个无聊的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课堂的
气氛一下子扎开来。学生反应很激烈，甚至有学生说得很全
面，既说到了夸父是盲目的，又说到他是勇敢的，敢于挑战
权威的。最后我再总结：从积极意义上看夸父，和从消极意
义上看夸父，告诉学生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物，就能得到
不同的结果。

在上到《共工怒触不周山》一课时，吸取了前面的课堂经验，
我在分析了共工的身份以后，本想请同学分析共工的形象，
也有同学举手问：“共工这种行为是不是表现他是个失败
者？”他列出的理由是：一，本身和颛顼战争的过程中，他
就已经失败了；二，败了还自己恼羞成怒撞不周山，这不是
很奇怪吗？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值得讨论的余地的，于是
也打乱了自己的思路，请同学来说说自己的意见“共工是不
是英雄人物”这个问题来讨论。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
仅平时成绩好的举手，平时成绩比较差的同学，甚至经常违
反课堂纪律的同学也举手发言。有的同学说，历史上也有许
多失败者，但是他们也用自己勇敢的行为改造了当时的社会
（她列举的材料是陈胜吴广），所以英雄应该是以他对社会
作的贡献来评价的；有的学生也说了，共工的脾气太暴躁，
真正的英雄应该广纳贤才（他列举刘邦和曹操）；还有同学
说共工改造了自然界，这是英雄的表现。讨论很激烈，一直



到下课，大家都不肯停下。

这节课下来，我觉得自己可以有几点收获：

第一，课堂的讨论一定要有收获。讨论一定要使围绕课文的
中心主题来讨论的。学生有时候提的某个问题，可以作为导
入，但是教师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课文中心的切入点，这
样的讨论才有意义。比如这一课的讨论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
的角度看人物的形象。两篇课文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都没
有离开课文的主题：两位英雄人物牺牲自己，改造自然界的
精神。

第二，讨论的问题一定要设置得有趣，能让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看问题，这样学生看问题的面才能广，讨论才能更激烈。
在这次的讨论中，学生列举的材料都是信手拈来，调动学生
本身学习过的知识，这才是加深学生学习印象和分析课文能
力的方法。

蝉教学反思思考篇三

通过本课的教学，我注重了三点：

1．强化了学生对语言的品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突出
了“语言品味”这一教学重点。

2．注重对情感的体会。《走，看云去》是一篇托物咏志的文
章，学生除了对语言层面的品味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文章思
想情感的把握，在教学的`过程中，我紧紧抓住第10、11两自
然段的重点语句，并以此为突破口，引导学生透过对两自然
段的品味，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通过《第一次真好》中的
教学，教育学生要敢于尝试有益的“第一次：，要珍惜“第
一次”。

3．试着培养学生敢于思考、敢于质疑的习惯，让学生体验到



了学习的快乐。

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们自主阅读，自由质疑，探讨寻求
答案，开展了小组内、小组间、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这样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本节课的教学之中我觉得有下述几方面需要改进：

1．学生自主阅读和自主解读。有时有些散，教师应充分考虑
到予以学生恰当的引导。

2．教育要面向全体，有部分学生没有完全参与讨论，教师应
想办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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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教学反思思考篇四

作为自读课，本文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探究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读书习惯。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整体上把握
两篇短文的内容，比较两篇短文的语言特点。授课之前，布
置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读书的名言，故事；授课之中，让



每个学生在小组交流，然后推荐代表在全班交流。最后教师
导入新课，学习第一篇。

（二）、探究《谈读书、》主要内容。整体感知：本文的中
心话题“读书”，围绕这一话题，谈了些什么内容？在小组
讨论之后，让一部分学生在全班陈述讨论结果，老师做点拨
补充。在分小组讨论解疑，汇总，对得不到解决的疑问，师
生共同讨论解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讨，找出文中你认
为富有哲理的话，谈谈你对这句话的认识。

（四）、探讨比较。两篇文章在语言上的不同特点。

（五）、小结。

（六）、布置作业：课后作业1——3题。

以上是我的教学流程。从以上教学中，我充分认识到：关注
学生即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一方
面，教师引导学生将教材内容与实际生活对接，学生情感与
外部世界对接，原有经验与新鲜经验对接，构筑了师生交往
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组织学生思维活动，让学生亲自参
与和实践，使学生在体验中掌握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如：编写《读书名言警句》，与培根“对话”，比较阅
读，自拟名言等，促进了学生在体验中自得自悟，在实践中
学习，在合作中发展。总之，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在此次教学中，因为拓展迁移不够，所以让人感觉到学生学
习空间窄了一些。但是，这节课上，的确为学生展示个人才
华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蝉教学反思思考篇五

对于八年级学生来说，说明文是相当枯燥的，何况本文是纯
粹的科普文章，因此我在教授本文时力求形式新颖活泼，过
程环环相扣，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尽可能实现教学目标。



而从过程来看差强人意。主要原因有三：

三是教者高估学生能力，忘记了学生整体素质教较差这一事
实，导致实际课堂上的场面与我的构想出入较大。当然从课
后反馈的信息看，教学目标基本实现，而且相当多的学生喜
欢这一种教学形式。一成不变导致学生思想的懒惰，求变求
新定会有更多的惊喜收获。我想这样的”探索”越多，”发
现”也就会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