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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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篇一

由于《天安门广场》的教学发现了问题——孩子对自己的校
园熟视无睹，描写时语句干巴巴的。

第三单元的课文大多是各地美景，而第三篇习作要写的是地
方习俗，说实话，现在我们这儿的习俗有点杂，有点鲜为人
知，更何况让孩子去写。我早在知道作文计划时，就将这篇
作文改为描写家乡的一处景或我们的校园了。

基于现实原因，我开始了第三篇作文训练。今天，一大早就
带上相机去学校了，可惜相机居然没电，只好向学校借。于
是我随着脚步拍下几张照片——把学校的大门，正对着大门
的雕塑，雕塑背后崭新的教学楼拍摄了下来。然后，登上教
学楼顶，东面的相对而立的阶梯教室和颂军楼尽收眼底，当
然两楼之间的那棵银杏也神气活现地进入了底片，还为富有
学校的特色的文化墙来了张特写；转身向北拍摄了白墙黑瓦
的爱军楼，孩子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在这里学习琴棋书画，
在这里进科学探究；最后，向西眺望，拍下我们正在新建的
塑胶操场。在制作课件时，我还特地搜索了一张图片——漂
亮的塑胶操场。在课件上，我配上了文字，关于楼的名字，
关于部分题词的介绍，尤其是雕塑“志”的形象与象征意义
的介绍，图与少量的文字结合，丰富了学生对学校部分历史
的了解。



课上，带着孩子们一一欣赏，先是猜每张照片，我在哪个位
置拍的，以便把握方位顺序，然后自主描述自己的所见，最
后请他们展开想象，有的是问你曾经在这里做什么，有的是
问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对孩子在交流中的拟人比喻句大加赞
赏。

第二节课，孩子们开始埋头写作，我在讲台前点击图片，他
们在下面“沙沙”地写。快下课时，有几个孩子的作品已经
完成了，跃跃欲试要给我看，我则劝他们先自我修改。

孩子一一把作文交给我，我把握着字数关，惊讶地发现，第
一篇习作，孩子大多写作文本一页多一点点，有的甚至一页
不到。第二篇习作，孩子大部分写一页半，而这次的作文都
写两页多，很少有孩子低于两页的。看来，我的作文第一
关——字数关，孩子们都已经轻松跨越了。

至于作文内容，等下星期他们自主修改批阅了，我再来慢慢
欣赏，思考对策吧。

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篇二

执教《天安门广场》一课后，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总觉得
这节课，自己虽然尽力了，但课堂效果却仍然不尽人意，主
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有心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但是学生在扮演导游
介绍景点时，导游与游人之间缺乏交流，未产生共鸣，而且
导游对景点的不熟悉导致了“照本宣科”，只能说过了一把
不成功的导游瘾。

二、新课标要求扩大知识面，所以我在设计导学案时增设
了“文献摘录”，把一些主要的知识点链接在导学案，岂料，
这倒为学生的展示大开了方便之门，造就了学生的不思维或
少思维。



三、天安门广场建筑物的方位经过“检测”，仍有个别学生
没有掌握，归咎于自己的扶差力度不达。

四、情感教育不到位，爱伟大的祖国、爱首都北京、爱天安
门的思想教育不深不透，没有利用最好的教育时机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败笔。

五、时间把握不够精准，下课的时间到了，达标检测题还没
有检查核对，最终也只是匆匆结课，草草收场。

六、读的时间不足，应加强朗读指导，让学生读中感悟。

总之，这节课不够成功，主要是教师的原因，以后要加倍努
力，争取更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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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篇三

所以在开课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先调查学生去北京的



人数，在统计去天安门的人数，提出疑问：为什么到北京来
的游人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呢？学生自然运用生活积累谈到了
景色的同时，也涉及到历史。

在教学课文第四、五段时，通过课件，将开国大典的情景再
现给学生，庄严而热闹的氛围，感染了学生，然后我不失时
机引导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景色，也就是再回到第二段。再读
这一段，提出疑问：这时的你对天安门城楼是不是有了特别
的感受呢？学生水到渠成的谈到了，景美、历史意义更加吸
引人。而后，通过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引申到升旗仪式，
请学生介绍亲身参与的升旗仪式，和观看升旗仪式的画面，
体会升旗仪式的庄严和美。同时突破课后“为什么说天安门
广场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一）课堂上有些散。课堂上我尊重了学生，但是有些忘却
了自己的引导作用，在学生扮演导游介绍景点时，学生说得
比较散，景点之间的跳跃很大，在介绍时，由于其他学生看
画面去了，而忽视了“导游”的朗读。使得“导游”“游
人”之间缺乏交流、共鸣。使整节课得结尾显得散乱无章。

（二）画面代替了学生思维想象。因为有着较好的课件，在
教学中充分运用了课件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但是没有意识到
有些地方我用画面代替了学生应有的思维。思维是学生对书
面语言的再创造，此时，我将大量图片出示后，学生只是认
识了，而丧失了想象。

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篇四

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导入新课的：出示天安门广
场的图片，“孩子们，谁能用一两个词语来形容你看到的广
场。”孩子们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有的说“美丽”，于是我
对他的评价是：“广场百花盛开，五彩缤纷，你是抓住景色
的美还是不美来形容广场的”。有的说“广阔”，我对孩子
的评价是“广场的面积十分的大，你是从广场的面积大还是



小来说的。”、有的说“人山人海”，我对孩子的评价
是：“你观察的真仔细，你是从从广场上人的多少来说
的。”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词语“中央”和“遥遥相对”，我在黑板
上画简笔画，引导学生指出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国家博物
馆和人民大会堂的位置，然后相机理解这两个词语。图文结
合有利于学生理解词语的意思。

以前三年级对文章的段落划分不是很重视，四年级我开始重
视学生段落划分能力的掌握。在这篇课文中，我引导学生先
把差不多内容的小节放在一起，然后把不同意思的小节划分
开来，学生在分段中，受到一些启发，划分起来还是比较迅
速的。在今后的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划分段落的意识，将内
容一致的放在一起，不同的放在不同段落里。

语言要连贯教学反思篇五

我们的语文教材就是最好的“习作例文”。比如《天安门广
场》一课二三自然段介绍广场四周的建筑物，表面看这两段
文字很平淡，很枯燥，其实是非常准确、简练、规范，可谓
字字珠玑、要言不烦。

课堂上我请学生思考：这两段文字写得好不好？学生有的
说“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等四字词语用得好，词简意
丰，文采斐然。有的说“蓝天白云”映衬着“汉白玉华表”
非常美丽。结合课文后面的习题，我在黑板上画起了“天安
门广场”的示意图：“北端”是“天安门”，“中央”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中国国家博物
馆”“人民大会堂”“遥遥相对”。什么是“遥遥相对”？
学生看着黑板上的示意图就一目了然了。

画好示意图后请学生思考：这两段文字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
写的？终于有一个学生说出“方向”这个词语。我板书“方



位顺序”，解释“方位”就是“方向与位置”。对于“方位
顺序”这样的词汇，学生可能是首次接触。可是他们应该明
白：“顺序”是语言表达的要领，说话写文章都该“有条不
紊”，否则就是“杂乱无章”。

接着，我们口头练习：用方位顺序介绍我们的教室或者学校。
介绍我们的教室，就可以按照“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顺
序”来写作。

用“写作”的视野看“阅读”，这也是“读写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