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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一

《和田的维吾尔》一篇浅显易懂的课文，怎样上出语文味来？
怎样更好地发挥学生自主性？

我深思着。

在教学中，在导入读题后，学生通读课文找到中心句，全文
都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的意思。“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
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用这一中心句牵起全文地
学习。

课文是怎样写出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过了十分钟后，学生进行展示交流。“一个停电的晚上，环
境恶劣，一个汉子还迎风引吭，体会到和田维吾尔人的豪气
与乐观，不由得惊奇而肃然起敬。”如果换作我们会怎样呢？
联系自己来谈，在对比中体验更深了。难怪说，读中心句。
这就是和田维吾尔人，继续交流展示。有趣的交流，有趣的
朗读感受到和田维吾尔人甜甜的生活。在小结处，在过渡处，
扣住中心句，朗读中心句，在读中一步步深化认识了和田人
的特点，文章的表达方法也自然而然领悟到。

牵一句而启全篇学习真好。



三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二

手中的碗交给少年，然后抚摩着少年的肩胛，轻轻摇了摇，
嘴里低声说了一句：“”。

请了两三位学生，多数的人是这些写：不用怕，失败乃成功
之母，不要轻易放弃，不要畏惧困难……大多写得都是在讲
道理，说教味十足。我意识到学生还是未能联系上下文，从
语境中出发去思考如何补白。接着我引导他们为什么老者
要“抚摩着少年的肩胛，轻轻摇了摇，”其实就是因为前文
说到的，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不知所
措了。”“抚摩”是鼓励，“摇了摇”是摇醒他，莫发呆、
莫失掉信心。于是后来有孩子这样补充道：“孩子，不要怕，
你平时训练不是做得很好吗？放轻松，再来一次。”多人性
化的话语，谁听了能不重拾信心呢？也许，补白就是要引导
学生结合具体的`语境，展开想象。这样写出来的话，看似平
淡，但更促进孩子写作意识的提高。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完成了对《顶碗少年》一课的教学，总结反思如下：

1、充分落实了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
读书，通过自主探究的学习让学生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突破了重难点。

2、问题的设计抓住了本课的教学重点。在语文教学中问题往
往是带领学生进行阅读的.有效手段，一个关键问题往往
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教路和学路呈现清晰脉络，教师
的教变得有力有序，学生的学变得有纲有目。今天的课堂提问
“这是一场怎样的杂技表演？”这一问题就对学生的自主学
习进行了有效的指导。



3、能给予学生很充分的时间研读重点词句，激发学生的想象。
通过“从文中的省略号中你读出了什么？”说话练习和课堂
小练笔两个环节的设计，让学生把文中空白点读出来了。

1、课文语句优美，适于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而本节课的感情
朗读不够。

2、这是一篇很好的写人的习作范文，学习此文少不了要对学
生习作进行指导，而此环节的教学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教学设计中有涉及到，但由于时间把握不好没有完成这一环。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四

《穷人》是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主要写桑
娜和丈夫在自家十分艰难贫穷的情况下，收养因病去世的邻
居西蒙的孩子，反映了旧俄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穷人的善
良。本文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感人至深。根据新课
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我主要通过让
学生感情朗读、思维想象去感悟人物的内心，从而受到爱的
教育。在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分析掌握桑娜内心的矛盾，体
会桑娜的善良我主要采用抓重点词语进行品析、指导朗读来
解决重难点。如《穷人》中渔夫和妻子的'对话，我先让学生
揣摩他们的心理，再让他们通过分角色朗读，理解渔夫和妻
子是个怎样的人。从中掌握人物语言、动作的描写和环境变
化的衬托，是写好人物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在启发学生在弄清主要人物性格特点、思想品质及故事
情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合理想象。同时，还设计了启发式
谈话，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学习课文，中间穿
插感情描述，感情朗读课文。通过学生的自读自悟，勾画重
点词句，质疑问难。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五

（按照导读提的问题：“……说说你从文末的省略号中读出
了什么？”请你联系实际，把你的感受写一写。）

学生写完交流，大多能围绕“面对挫折，要勇于拼搏，不要
轻易放弃！”这样的主题来联系实际谈感受。正当我觉得我
已经完成了教学任务时，无意间看到了《顶碗少年》的原文，
结尾是这样写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怎的，我常常会想起这位顶碗少年，
想起他那一次的演出；而且每每想起，总会有一阵微微的激
动。这位顶碗少年，当时和我年龄相仿。我想，他现在早已
是一位成熟的杂技艺术家了。我相信他不会在艰难曲折的人
生和艺术之路上退却。我确信，他是一个强者。

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全部是在讲道理，而是多了一份对回忆
的梳理，多了一份对“顶碗少年”的祝福。如果自己看了原
文，问题我会设计成：以后，“顶碗少年”将成为一个怎么
样的人？为什么？对你有什么启发，请你联系实际谈谈。我
想，这样的设计更符合编者的意图。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去年上《最后一头战象》一课，按照我的
统计，《最后一头战象》原文与课文相比较，共删减文字
约2464个字，302个标点符号。其中，删去的文字写到了这些
事情：嘎羧为什么要绕着寨子走三圈？我与波农丁为什么要
跟着嘎羧？嘎唆驻立江滩，我想到了什么？……这些问题都
可以在原著中找到答案。因此，师生在课前或课后，读原著
以及作者的其它作品，不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课文，还可以
为完成为完成小练笔、口语交际及习作提供很好地帮助。因
此我建议教参能保留原文，或者把一些删节掉的原文提供给
老师们参考，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与编者的意图，完善自
己的教学设计。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六

《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课文记叙了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桑娜与渔夫主动收养已故邻
居西蒙的两个孤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沙俄专制制度下渔
民的悲惨生活，赞美了桑娜和渔夫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帮助别
人的美好品质。

德。首先，我在教学开始时采用引导学生围绕课题提出问题，
激发学生阅读本文的兴趣。如，“为什么用‘穷人’做题
目？”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在学生
读通课文后，我让学生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怎
样的事。然后，让学生通过认真研读，从课文中找出描写环
境和人物对话、心理的句子，体会穷人的'高尚品质。其次，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注意抓住桑娜抱孤儿回家后复杂的心理
活动以及桑娜与渔夫的对话，让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桑娜这
样做的意义，从而体会桑娜的善良品质。因为理解桑娜复杂
的心理活动，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教学的难点，所以，我
让学生用充足的时间朗读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语句，让学生
想象：桑娜在继续等待丈夫的时候想到了哪些？为什么会想
到这些？接着让学生再读读描写心理活动的语句，了解省略
号的作用。最后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进一步体会桑娜的崇
高品质。此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还注重加强学生的感情
朗读。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好桑娜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她和
丈夫的对话。

因为课后小练笔是续写《穷人》。桑娜告诉丈夫自己已经把
孩子抱回家后，课文就戛然而止了。孩子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桑娜与渔夫又会带领孩子怎样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这些问
题牵动着学生的心。因为学生平时较少练习写续写，因此，
在教学时，我先告诉学生续写时要把握故事情节的主线，把
握人物的性格特点。无论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主线不能变，
人物的思想品质不能发生本质的变化。接着鼓励学生大胆想
象和创造。因为，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学生对《穷人》这篇



课文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非常关注接下来的结局将
会是怎样的。于是，我创造机会举行《穷人》续写交流会先
让他们进行小组的交流，说说接下来的情节将会是怎样的，
然后让他们继续展开丰富的想象，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的续
写，从学生交上来的文章中，我欣喜地发现原来学生的想象
能力是如此丰富，他们充满爱心，给予桑娜一家非常美满、
幸福的好结局。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七

这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一、导言：

二、快速地浏览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再读课文，说说松鼠在“我”家做了哪些事？

四、再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可结合学生的自读，让
学生说说最喜欢其中的哪件事？并结合相关的语句说说自己
的体会。

五、再读感悟作者的表达方法，重点与上一篇区别开。同时
研究文中的侧面描写，即爸爸说的话和作者的议论。

六、最后想像松鼠跑到你家里你会怎么做？把你想到的写下
来。

第一点的设计让学生学会理性学习，运用已有的学习知识，
学习和感悟新篇章。

第二和第三点的设计是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概括能力。



第四点是勾画、批注。勾画、批注已成为高段学习的一种重
要的思考方式，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动笔，“不动笔不读书”。

在这一点的设计我还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体验。在交流时，
学生在思维碰撞中感受松鼠的可爱、聪明、灵巧和作者对松
鼠的喜爱之情。在学生交流的过程同时，我还相继指导学生
读好、悟好有关的句子和段落。使感悟和朗读有机结合，读
体现悟，悟促进读。第五点和第六点是写的训练。

此环节的教学采用了先整体感知再深入感悟，最后写的训练，
做到了读写结合，此设计很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我感觉这
节课上的比较好。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篇八

教学中，我希望学生通过课文内容，感受主人公桑娜和渔夫
勤劳、淳朴、善良，学习他们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他人的
美德。

一、成功之处

1、整堂课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在讲课时把字词句的训练，
句式训练，标点符号的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内容穿插在教
学中，让人觉得实在、不空洞。整堂课节奏明快，水到渠成
的活跃了课堂气氛。

2、注重人物的心里活动。从桑娜的.心里活动变化过程中体
会她的品质，老师先让孩子们读课文，找找哪些词句是描写
桑娜的心里变化的。再让他们细细品读这些句子，通过学生
的交流以及老师的引导，让学生从句子中体味到桑娜矛盾、
犹豫、坚定的心理变化过程。从桑娜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过
程中感受到她的善良、爱心。

二、不足之处



当然，一堂课也不是完美的，总会有那么一些遗憾，这堂课
值得探讨有对学生朗读指导还显不够。

三、改进措施

1、从读中感受，从感受启发。

2、让课堂上的语言技巧富有激励生动，会激发学生求知的欲
望，学生敢说、有说、会说，才能活跃课堂气氛，也会让课
堂教学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