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汇
总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刘胡兰》这篇课文记叙了刘胡兰为了同党的安危，在敌人
面前英勇不屈、钢铁般的坚强，最后终归壮烈牺牲的感人事
迹。她牺牲时年仅十五岁，花一样的年华，却在残暴的敌人
面前勇敢坚定、视死如归。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老师讲这
篇课文时，那时候对敌人的残暴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气愤，对
刘胡兰的勇敢坚强非常的佩服，对她的牺牲感...

《刘胡兰》这篇课文记叙了刘胡兰为了同党的安危，在敌人
面前英勇不屈、钢铁般的坚强，最后终归壮烈牺牲的感人事
迹。她牺牲时年仅十五岁，花一样的年华，却在残暴的敌人
面前勇敢坚定、视死如归。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老师讲这
篇课文时，那时候对敌人的残暴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气愤，对
刘胡兰的勇敢坚强非常的佩服，对她的牺牲感到非常的同情、
惋惜。学习的过程中，有股默名的情感，仿佛那情感一直延
续到今天。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学习这篇课文了，我也真的
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同我一样能感受到这些。

我想作为老师有责任让学生知道这段历史，应该在平时的教
学中，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渗透这些历史知识，介绍有关的书
籍让学生阅览，播放有关的电影、录像让学生欣赏，同时，
还可以利用朗读课外资料、比赛等形式向学生介绍革命烈士
们的英雄事迹，让学生收集有关的资料相互进行交流。我想



这种渗透应该是持之以恒的，不是因为教了这篇课文而形式
一下就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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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这次的教研课是在一次试教过后，听取老师们的意见后，我
重新思考，对教案、小黑板出示的内容再思考。这次的教研
课，我较之自信足些，较之流程顺些，较之教态自然些，较
之……但是，这堂课还有诸多不美之处。

从导入说起，就显露出我的不少缺点，比如我的板书书写较
快，不适合中段学生认知，识记字形；出示的课题的时间，
顺序还需考量，有位老师给我出了建议：边问边板书：矛、
盾，听后，甚是同意，这就学生的学习还有我的教学帮助更
大；整个导入太过匆忙，不够深入。

在词语教学时，出示的词语较多，或者可以分分类再出示，
还有这里花得时间太长，在有些字形方面可以提醒下，以上
都是我必须好好思考的。让学生说主要内容时，发现大部分
学生有难度，不是很能讲下来，需要给学生再多些时间，或



者再让几个中下学生来说。

说到感悟课文上，我的提问还需要整合，太过琐碎，小问题
过多，重点问题很难凸显，这也是我在设计时较困惑的地方，
也有老师指出我的问题之处。也很感谢老师们给我提的建议，
让我茅塞顿开，有了新的想法。

我的课堂，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朗读过少；没有给予学
生充分阅读、思考时间；板书还要斟酌；等等。

怎样才能让我的课堂再美些？这是我今后一定、必须要思量
的，同时我也很感谢这次的教研课，还有给我提建议的校长、
老师们，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后要努力的方向。

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的重点部分时，要抓住“我”和奶奶对
待“偷”杏儿的孩子们不同的'态度来学习。在表现“我”的
态度时，引导学生抓住“我没好气”、“心里不高兴，暗暗
怪奶奶偏向他们”，学生通过抓关键词体会出“我”对小伙
伴埋怨、责怪，对奶奶的不满。在体会奶奶的品格时，引导
学生抓住描写奶奶的“动作”、“语言”。例
如：“走”、“扶”、“揉”、“回过头说”，让学生体会
出奶奶心肠好。“有果子大家吃才甜，让乡亲们尝个鲜，杏
儿就会越结越多”让学生体会出奶奶的善良淳朴。最后我进
行总结：同学们以后写作文要想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或者品质
时，就要学会抓住这个人的“动作”、“语言”、“神态”、
“衣着”等来表现！为了让学生学着运用这种方法，课后布
置了一个小练笔：谁是你最熟悉的人？抓住动作表现人物的
品质。学生能仿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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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过河》一课是一篇浅显易懂的童话故事。故事说明的



道理则由老马一语道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
不去试试，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从字里行间，孩子们轻易而举地悟出了“动脑筋”“去实
践”的道理。等小马下了河，小心地趟到了对岸，它的体验
是：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
深。其中的“为什么”孩子竟也对答如流。

如果就以孩子“明白了什么”为目的，心里忽然觉得不甘心。
新课程倡导阅读教学要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加强
生活世界与书本世界的沟通，注重生活体验与实践活动。我
想：道理来源于生活，更要用于生活。不仅要让学生懂得道
理，更要指导孩子实践道理。于是，我把问题抛向孩子：在
你的生活中，遇到过与小马类似的事情吗？你是怎么做的？
暂时的沉没过后，十几个孩子小手高举。

“我背《论语》的时候，有一个字不认识，去问爸爸、妈妈，
爸爸读一个音，妈妈读一个音，我不知道谁说的对，就想：
还是去查查字典吧。结果证实了妈妈读得对。”

“爸爸给我买了一辆四驱车，让我自己插起来。楼上跟我一
起玩的哥哥说很好插，而表弟说很难插。到底是好插还是难
插，我决定亲自试试，没想到我一会儿就插好了。”

“我与姐姐、弟弟去公园玩，在游乐场过独木桥时，弟弟说
会掉下去，很危险，而姐姐说大胆走，不会有危险。虽然我
很紧张，但我还是很快地跑了过去。第二次再走，我就不害
怕了。”

……

孩子们举得例子虽然有点幼稚，甚至牵强附会，但我相
信：“死”道理已变成了“活”道理。以后的日常生活中，
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孩子们已不需要“妈妈”的指点了。



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三年级是个过渡时期，从低年级到中年级的转变，教学目标
也有了新的变化。如何来上好三年级的语文课，我在教学过
程中有所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有了一点收获。

一、认真备课，提高教学效果

要想让学生一堂课全神贯注的听讲确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
也很难做到。开始上课的时候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孩子
总不认真的听课，不专心，常开小差，常常半路停下来处理
课堂纪律问题。反省后觉得是自己纪律没抓好。后来看了一
位老师的《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才有所感悟。
这位老师在里面写到“在我们班上课，孩子想开小差都难!”
这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让孩子一定愿意听自己的课。我开
始反思课堂纪律不单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也是老师的问题。
我开始注重提高课堂本身的趣味性，更加用心的去好好的备
课。你的课有激情，同学们就容易被你的激情所带动;你的课
有意思，同学们才乐意全身心的步入你的课堂，乐于学习。
所以要用心备课、认真备课，不备好课，不进课堂。

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新课程中，教师的变化最大，教师将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
者和管理者，更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学生的学习
方式从传统的接受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要让学生学会学习
必须要让学生先学会预习。语文预习简单而实用，编首打油
诗，只有二十字：读思存疑问，课前十分钟。用心能坚持，
等同半天功。具体分析有：

(一)、细读。课前认真阅读每一篇文章，读准字音，读清字
形，读明字义，读对节奏，读懂情感，读出诗文的音乐
美。“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是学习语文的基础。



(二)、深思。预习中边读边思，读后深思，由表及里，理清
文章的层次，总结文章的内容，鉴赏文章的技法，思考文章
的哲理和蕴含的情感。

(三)、疑问。学生在预习中发现了课文里的问题，提前在心
中存留疑问，然后在课堂上有心听讲，有的放矢，就能解决
预习时发现的问题。如此这般，容易和老师互动交流，就能
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习也是如此。预习的好处很
多：能够强化听课的针对性，以便抓住重点和难点，提高听
课效率;能够提高课堂笔记水平。当学生学会如何预习时，那
么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将有所提高。

三、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同时自己也要多读、多看、
多思考。

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鼓励学生多读多看，同时开设小
小读书交流会或是让学生写读书笔记。既能培养学生的口语
交际的能力，让他们向同伴介绍自己看过的书;又能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好三年级的新增内容--作文，让他们把写读书笔记
当成习惯积累，也当成一种练笔。

部编版语文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六

义务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1课是《我们的民
族小学》。课文描写了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
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在课堂上，学生读了课文后，我问：“课文中描写的民族小
学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希望学生能讲到类似这样
的答案：“我觉得这所学校很美丽。”“我觉得这所学校里
的同学很快乐。”……但现实和愿望总是有距离的，这种距
离可不一定会产生美感哦。



不同的问法，不同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设计问题，
教师需要认真思考。这关系到教学目标能否达成，关系到教
学过程是否通畅，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效。课堂是可以
预设的，同时，课堂也是生成的灵动的多变的。许多时候，
老师做不到先知先觉，学生也不可能亦步亦趋，时时处于被
掌控中。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要精心设计问题，问得精问得
巧，即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广度，又有“心有灵犀一点
通”的效度。如果抛出问题后，学生打起了“擦边球”，甚
至是“出界球”，教师得随机应变，灵活变通。因为在这时
候，“以不变应万变”之术是无效的。不妨换一种问法，想
办法引导学生进入有效学习状态，去感受去体验课堂学习的
充实与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