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 小学低段
语文阅读教学听课心得体会(精选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一

玩是儿童的天性，在平日里和学生相处时，一说到做游戏，
孩子们总是情绪高涨，兴趣盎然，无论多复杂的游戏规则都
会静静听讲，牢牢记住。在识字教学中也可采用游戏识字。
如对字的巩固复习，可采用开火车，或来个小组竞赛，就可
代替枯燥乏味的生字复习。生字碰碰车，可教学合体字，根
据我国形声字的特点，偏旁车和独体字车进行碰碰组合，会
有许多意外之喜。根据季节推移可组织秋天的果园，冬天的
游戏，开展水果，蔬菜发布会；根据字形特点进行编迷，猜
谜活动。在生动、好玩的游戏氛围中，识字效率是惊人的，
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课标的汉字情感目标。

小学生爱听故事，尤其是童话故事，小动物活泼可爱的形象
让他们感到亲切，自然就印象深刻。如在教学“鼠”字时，
我临时编了个小故事：小老鼠最爱干坏事了，（师指字）看，
他用尖尖的爪子偷了四粒大米正往窝里跑呢！也许并不是很
恰当，但课后一抽查，连平时识字最困难的小朋友也记住了，
看来创设有趣的故事情境还是很符合低段孩子的认知心理的。
故事情境的创设使得这由点点画画组成的汉字不再枯燥无味，
变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从而优化教育教学效果。

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灵活地融合上述几点的做法，不仅使
学生掌握了字形理解了字义，发展了组词造句的能力，而且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识字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性，开发了学生的



形象思维能力。使得识字不再是一种乏味的机械记忆，而是
一种有趣的游戏过程。这样学生能主动参与，成为识字的主
人，提高了识字的能力，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二

群文阅读听课是小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旨在通过集
体阅读和讲解，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最近，我
有幸参加了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活动，并从中收获了不少心得
体会。在此，我将分享我的见解。

第二段：认识到群文阅读的价值

我以前只重视个人阅读，在群文阅读听课活动中，我第一次
感受到了集体阅读的魅力和价值。通过群体的互动，我学到
了许多自己不曾注意到的知识点，并且在讨论中发现了自己
阅读时的盲区。此外，群体的讨论也激发了我的思考能力，
我能够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且从其他同学的观点中学
到更多。

第三段：提高我听课技巧的机会

在群文阅读听课活动中，我得到了提高听课技巧的机会。在
老师讲解的过程中，我不仅要听懂老师的意思，还要理解她
的思路和引导方式，并做好笔记。我发现，这对于我的学习
非常有帮助。通过这样的听课方式，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记
忆课堂上的内容，并且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实际中去。同时，
我还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一些可以帮助我提高听课技巧的
方法，如做好提前预习、仔细听讲、积极回答问题等。

第四段：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

群文阅读课是一个集体阅读的过程，通过师生的互动和同学
们的讨论，我发现阅读并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在这个



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阅读材料，例如诗歌、故事、
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内容丰富了我的阅读经验，开阔了我的
眼界。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阅读的乐趣，它不仅可以帮助我
获得知识，还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感。因此，我对阅读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愿意主动去读各种各样的书籍。

第五段：总结和展望

通过参加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活动，我收获了很多。我认识到
群文阅读的价值，它能够拓宽我的知识面，提高我的思维能
力。同时，这个活动还让我提高了听课技巧，更好地理解和
运用所学知识。最重要的是，群文阅读课培养了我的阅读兴
趣，让我爱上了阅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继续坚持阅读，
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我相信，阅
读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三

近年来，小学群文阅读已成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作为一
名小学教师，我积极参与了很多有关群文阅读的听课活动，
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和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
对小学群文阅读听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为小学群文阅读是一种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
有效方法。在群文阅读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多
种类别和题材的文本，这有助于拓展他们的阅读视野。同时，
通过对不同文本的阅读，学生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理解能
力。在听课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些优秀的教师在课堂上引导
学生进行主动思考和互动，促使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提出问
题、进行评论和探究。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加深对
文本的理解，还能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动力。

其次，小学群文阅读听课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在一个
群文阅读课堂中，学生不仅仅关注于阅读一种特定的文本，



而是通过对多种类型的文本进行阅读、分析和比较，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养。在听课过程中，我看到一些教师经常组织学
生进行文本对比和共同创作等活动，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比较
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也提高了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我认为通过小学群文阅读的听课，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教学方
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使他们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
行思考和创造。

再次，小学群文阅读听课可以促进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发
展。在群文阅读课堂上，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学
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充满情感、渗透着情感，可以引发学生
的情感共鸣。在听课过程中，我看到一些教师鼓励学生进行
文学作品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交流，帮助他们识别、表达和调
节自己的情感。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情感智慧和情
感表达能力，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加感性、细腻和懂得关
心他人。

最后，小学群文阅读听课可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作
为一名教师，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通
过参观他人的群文阅读课堂，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的教
学方法和策略，学习到一些有效的教学技巧和思维方式。在
听课过程中，我常常能够从其他教师的课堂中获得启发，了
解到一些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这对于我提高自己的教
学水平非常有帮助。

综上所述，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是非常有益的。它不仅可以培
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促进情感发
展，还可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我将继续参与和支持
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活动，并将所学所思应用到我的课堂教学
中，为学生营造更好的阅读学习氛围和环境。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篇四

小学群文阅读是教师经常组织的一种课堂活动形式，通过阅



读经典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阅读能力。最近我
参加了一堂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深受启发和感动。以下是我
对这次听课心得的总结和体会。

第一段：主题介绍

在这次听课中，老师选择了《红楼梦》作为群文阅读的经典
作品。这部小说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独特的写作手法而闻
名于世。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读《红楼梦》，并通过课堂讨论
和问答的方式引导学生加深对小说情节和主题的理解。这种
群文阅读的方式让我深感教育的力量和阅读的魅力。

第二段：学生的积极参与

在听课的过程中，我观察到学生们对群文阅读课程的积极投
入和参与。他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主动读书、思考问题，并积
极参加课堂讨论和回答问题。有的学生分享了自己对人物形
象的感受，有的学生就小说中的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
们的参与不仅使课堂变得活跃，也增强了他们对书中情节的
理解和品味。

第三段：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通过这次听课，我意识到群文阅读对学生的阅读习惯培养有
着重要的作用。在群读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与同学一起
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还可以借鉴他人的阅读方法和理解方
式。同时，老师鼓励学生定期阅读，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书
籍来满足学生的不同阅读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阅读
兴趣得到了激发，阅读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四段：拓宽学生的视野

群文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可以帮助他们拓
宽视野，了解更多的文化和价值观。在群读《红楼梦》的过



程中，学生们不仅对故事情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对古代
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好奇心。他们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和
讨论，深入了解了清代社会的特点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展
了他们对历史的认知。

第五段：与学生的亲密接触

通过参加这次听课，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与学生的亲密接触对
于教育的重要性。学生们在课堂上展示了他们的无限潜力和
创造力，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对世界的渴望让我深受感动。而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指导，在他们成
长的道路上给予他们最需要的支持。

综上所述，小学群文阅读听课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活动形式。
通过群读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
培养阅读习惯，拓宽他们的视野，并与他们保持亲密接触。
希望在未来的教学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组织这样的活动，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文学知识和阅读乐趣。

小学阅读指导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五

4月22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
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共推荐图书300种，小学、初中、高
中3个学段分别推荐110种、100种和90种。

据教育部介绍，《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__年版)》(以下
简称《指导目录》)的研制历时一年，来自国家教材委、有关
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小学校的110多人的专家团队，从古今中
外浩如烟海的图书中精心遴选出300种图书，引导学生读好书、
读经典。

记者从《指导目录》中看到，小学阶段目录中既有《没头脑
和不高兴》《声律启蒙》《城南旧事》等中国优秀作品，也有
《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昆虫记》等国外文学作品;



《西游记》《儒林外史》《瓦尔登湖》等中外文学名著入选
初中段目录，《西厢记》《红楼梦》《堂吉诃德》等则入选
高中段目录。

“考虑到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时间的限制，推荐图书
数量不宜过多，以免产生学生过重的阅读负担和学生家庭的
经济负担。”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

据悉，统筹考虑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时间、阅读特点和图书容
量，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分别推荐110种、100种和90种。
考虑到小学阶段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区别较大，小学阶段
再分为低、中、高三段，分别约占小学推荐书目的20%、30%
和50%。

所列书目分为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类。每个
学段中，人文社科类图书约占20%，文学类图书约占50%，自
然科学类图书约占20%，艺术类图书约占10%。《指导目录》
推荐中国作品比例为76.7%，外国作品比例为23.3%。

教育部表示，《指导目录》所列图书供学生自主选择阅读，
各地各校不作统一要求，不得强制使用，不得要求学生全部
必读。此外，推荐图书不指定版本，学生、家长和学校可进
行自主选择。据悉，《指导目录》将进行动态调整，不断完
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