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篇一

《紫藤萝瀑布》一文的教学结束了，但我久久不能平静。毫
无掩饰地说，这是我最近上过的最投入、最振奋、最能留下
回味的一堂课了。不知是我感染了学生，还是学生带动了我，
我能就是这样相互搀扶着，一直抵达了作者的心灵深处，触
摸到作者最真实的心跳，也听到了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生命
吟唱——生命永恒，珍爱生活！

本课用了两课时。第一课时以自读自学为主，先读课文初步
感知，然后读宗璞的《哭小弟》，了解背景，为深入学习课
文，准确理解作者思想感情做好铺垫，再反复读课文，自己
解决简单问题，提出疑难问题。第二课时，基本由学生提出
问题，小组讨论，老师把学生的答案写在黑板上，选出同学
们最认可的答案作为最后答案。这样，很快就解决了这些问
题：从哪几方面描写紫藤萝花？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描写顺
序怎样？哪些写景的语句精妙？在随后的质疑问难过程中，
有的同学认为，面对小弟的绝症而有“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
悦”有些不合情理，这时我设计了一个发挥学生想象力的题
目：假如你是文中的“我”，你会怎样？有个女生说：“我
会非常沉痛。”另一女生说：“赏花时可能轻松，过后又会
非常难过。”这时有个同学说：“你们的境界太低了。”于
是有了一番“高谈阔论”，是关于生和死的，于是有了一番
热烈的讨论。至此，学生明确了作者表达的感情是含蓄的，
并不是感情不深不真。在自然明确了主旨“花和人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之后，又有
一番对“无止境”的质疑。为了化解难度，我引入了这样一
个问题让学生讨论：生命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有个同学
想起了他的哥哥的一篇作文《假如我还有十天生命》，也有
的同学自然地想到了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
命，……”有的发言很有创意。

对这篇课文深层次的理解，主要是靠了学生的智慧，但是如
果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为学生的智慧和潜力的发挥创造条
件，不为不同的学生进行选择提供可能”的话，那课堂上
的“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就无从体现了。我总是先给
学生一些时间看书预习、独立思考，再激发他们相互纠正、
相互讨论、相互评价，他们就会有话可说，并且从中学到一
些自己没思考的东西，他们互相学习到的东西比从老师那里
学到的东西要来得深刻。还能改变学生期待老师最后给个正
确答案的传统思维，形成这样的意识：哦，这些答案都是我
们想出来的，并不难呀！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篇二

从前的课堂里，教师似乎无所不知，授课成了呈显才学的机
会，是居高临下式的；现在学生主体以后，教师便煞费苦心
地将课堂设计成娱乐板块，自己成为节目主持人，还是那
种“快乐大本营”式的。我并不否认，教师在课堂里有时候
需要作为“知识的上帝”出现，有时候扮演节目主持人效果
可能更佳。但教师的本色使命除了课堂的组织者外，更应该
是学习的合作者、帮助者，尤其是参与者，教师应该有身临
其境的参与姿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超然于学习活动之外，
做一些应节而舞的假动作。而进入学习状态之后，教师表现
出来的通常就是“一小步一小步”的真实姿势。正是基于这
种认识，我在组织学习《紫藤萝瀑布》时，格外注意与学
生“同甘共苦”，从而有了意外的收获。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篇三

我主要根据新基础教育理论中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
焕发生命的活力，使课堂成为培养学生[ ]自我教育能力的最
好场所。”这一点来设计本课。

本课用了两课时。第一课时以自读自学为主，先读课文初步
感知，然后读宗璞的《哭小弟》，了解背景，为深入学习课
文，准确理解作者思想感情做好铺垫，再反复读课文，自己
解决简单问题，提出疑难问题。第二课时，基本由学生提出
问题，小组讨论，老师把学生的答案写在黑板上，选出同学
们最认可的答案作为最后答案。这样，很快就解决了这些问
题：从哪几方面描写紫藤萝花?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描写顺序
怎样?哪些写景的语句精妙?在随后的质疑问难过程中，有的
同学认为，面对小弟的绝症而有“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有些不合情理，这时我设计了一个发挥学生想象力的题目：
假如你是文中的“我”，你会怎样?有个女生说：“我会非常
沉痛。”另一女生说：“赏花时可能轻松，过后又会非常难
过。”这时有个同学说：“你们的境界太低了。”于是有了
一番“高谈阔论”，是关于生和死的，于是有了一番热烈的
讨论。至此，学生明确了作者表达的感情是含蓄的，并不是
感情不深不真。在自然明确了主旨“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之后，又有一番对"
无止境"的质疑。为了化解难度，我引入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学
生讨论：生命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有个同学想起了他的
哥哥的一篇作文《假如我还有十天生命》，也有的同学自然
地想到了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有的发
言很有创意。

对这篇课文深层次的理解，主要是靠了学生的智慧，但是如
果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为学生的智慧和潜力的发挥创造条
件，不为不同的学生进行选择提供可能”的话，那课堂上
的“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就无从体现了。我总是先给
学生一些时间看书预习、独立思考，再激发他们相互纠正、



相互讨论、相互评价，他们就会有话可说，并且从中学到一
些自己没思考的东西，他们互相学习到的东西比从老师那里学
[ ]到的东西要来得深刻。还能改变学生期待老师最后给个正
确答案的传统思维，形成这样的意识：哦，这些答案都是我
们想出来的，并不难呀!

新基础教育理论的学生观是：把学生看作年龄虽小但同样具
有主观能动性、有可能参与教育活动的人，是学习活动中不
可替代的主体。我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时刻关注这一点，
做好反思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做下去。

教师引入抒情性散文的概念。提示课题。

板书：

紫藤萝瀑布

1、教师请同学起来朗读课文。

师：下面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朗读一下课文?

生：(稍待片刻，几位同学举起手)

师：(巡视片刻)还是请我们的语文课代表来朗读一下吧。

生：课代表朗读，其他同学看书。

(教师播放课件)

2、教师与全体同学一起朗读课文。

3、教师出示第一组问题，请一位同学朗读问题。并结合课文
内容分析以下问题。

围绕紫藤萝花这一中心事物，作者安排了哪些内容?



作者从哪几个方面描写盛开的紫藤萝?(一串挨着一串，花的
瀑布，骨朵)

选择你认为作者描写紫藤萝花的精彩之处，说说你的看
法?(题目)

4、教师出示第二组问题：师生在交流中解决问题。

“我”既然很想摘一朵花，为什么没有摘?作者这样设计有何
用意?

作者联想到了十年前家门外的一株紫藤萝，它有什么特点?作
者写它的目的是什么?

5、教师出示第三组师生探究性问题：

对作者说的“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你如何理解?

在生活中，你有过作者这样的深切的感受吗?请你谈谈。

由文章作者的感遇，也希望对学生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篇四

我在《紫藤萝瀑布》这篇课文中设定的目标是学会品味文章
的优美语句，体会文章借景抒情的写法，课后能够模仿课文
写描写景物的小文章。根据新课标的精神，把课堂的主动权
给学生，我采取了合作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教学方式：
在学习课文前，先让学生预习解决生字词，扫清教学障碍，
这样才能让学生上课专注品味文章的语言，做到有的放矢。
扫清文章生字词障碍，对于整堂课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学生可以通过课文生字词的自习，对课文有初步的了解，这
样也就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个语文教学的`基本目
标。



紫藤萝瀑布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本次的课堂教学实录，我认为有许多环节还需要我在今
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完善：

1、师生互动开展的还不错，但生生互动方面有所欠缺，今后
还要注重引导学生和学生对话。设置场景，让学生融入情景，
从而真正的学以致用。

2、学习过程同时也是发现归纳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不但要跟随教师学习，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归纳总结，
自己得出结论，我在总结时，没让学生自己发现总结出来，
而是直接出示给他们。使学生直接记忆，效果欠佳。

此外，我有了新的认识，教师具备熟练驾驭课堂的能力，标
准的语音语调，有益于开发学生心智的课堂教学设计。教师
除了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处理好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开启学生发散思维的升华，尊重
学生多元的思维能力，促进创新精神的形成。让学生在课堂
上体验成功的喜悦，分享合作的快乐。

通过本次课堂实录，我深深的感到，教学永远是一门无止境
的艺术，无论怎样构思教学，总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的地
方。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教材，了解学生，需要我们踏
踏实实地考虑好每一环节，这样每一节课才会是高效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