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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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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材反思篇一

本课有两点收获：

因为事先让学生写写读课文后的感受、听听他们所遇到的问
题，我才能了解学生真实的需要，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来确定
课堂设计方案。平时牵着学生上课，所有对学生的需要的揣
摩只是老师从经验出发的判断，这种“一厢情愿”其实是一
种武断的行为。

新课程标准中就指出我们的传统语文阅读教学中，往往存在
用教师的解读来代替学生自我的解读这样的弊病。阅读教学
中要改变的学生的学习方法之一就是要让学生直接与文本对
话，产生个性化的自我阅读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阅读
能力。现实中，缺乏自我体验的能力，抓住阅读权不放。这
次尝试让我发觉，错的是我自己。

但是，目前这些做法还只是个尝试，如果能带给学生一点阳
光的话，也只是从指缝间流下的几缕而已。我期盼着能有一
天完全放手，让自主学习的阳光直射无影。

语文教材反思篇二

?路旁的橡树》这篇课文的难点是理解工程师和工人的心理变
化。学生之所以难理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工程师和工人在



筑路时有哪些权利，什么又是不可以做的。学生很天真，他
们认为改设计方案很简单，这样就无法理解工程师和工人们
的沉默不语和那沉重的叹气声。所以接下来我就为他们讲解
筑路工人和工程师的工作及权利，以及违反规定之后可能会
有的后果。学生听了老师的讲解后，理解起课文内容更容易
了，这时我又和学生一起将整个故事重现，用老师的述说、
动作、语言，将学生带到施工现场，进一步体会。并让学生
将工程师和工人的想法说出来，培养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
也许学生说的和教参中的标准答案不一致，但只要是合理的
都应该肯定。

我们经常说读中悟，但只有理解课文内容的情况下才能更好
地读，连最基本的意思都不明白，读再多也是徒劳。其实现
在很多课文中都出现与学生已有生活经验不符的情况。这时
更重要的就不是朗读，而是了解时代背景、那时人们生活习
惯等有助于感悟课文的细节。比如：《燕子专列》中政府包
车之举为什么让人钦佩？那就要向学生介绍当时的生活环境，
以及包一列火车政府所要付出的物资多少，适当的了解这些
对理解文章是非常有效的。

语文教材反思篇三

一、在情境中学文，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课堂上我依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创设了一个富有童趣的教学
情境，把学生带入了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一开始我创设情
境，介绍大自然妈妈以及四位漂亮的女儿，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进而欣赏春夏秋冬的四幅图，欣赏图片；接着让学生
读准读通儿歌，然后让学生说说自己喜欢哪个季节和喜欢的
理由，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情感体验拉近与课文之间的距离；
最后学文时让学生学会了两种朗读方法，想象读和表演读，
这样能让学生很有兴趣的读，在读中又能掌握了朗读的'方法。

二、在情境中识字，提高生字的复现率。



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创设情境引导孩子去读：带着拼音跟生
字宝宝打招呼、去掉拼音开火车读、摘桃子游戏。在读的过
程中汉字不断地自然复现，每次的出现又有一定的层次随语
言环境整体自然复现，无意中使汉字得到巩固。

三、重视学法，学以致用。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在上课时着重从两个方面
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一是在识字时让学生利用生字魔方小
组合作学习生字，然后全班交流总结方法，对识字方法进行
总结，并板书，如编儿歌，加一加，形象识记等方法。二是
在指导课文朗读时，让学生先观察教师朗读时的表情，然后
总结，这就是想象读；接着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演，并告诉大
家这是表演读。

设想得总是比较好的，实际操作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
现，学生第一次到多媒教室上课，比较新鲜，注意力不是很
集中，在学生开火车读生字时，居然有个学生不敢站起来读，
这让我觉得很为难。由于课堂没把握好，预设中有一个环节
没来得及进行，即以说促读，说中激情。

《语文课程标准》重视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认知，因此
我在预设中是让学生欣赏完大自然妈妈礼物后让他们结合自
己的生活实际说说四季还有什么会说，也来模仿课文写一首
小诗，例如：“桔子红红，它对人们说我是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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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反思篇四

激情与诗意同显、美丽与智慧并存的课堂是我目前所追求的
一种境界。《沁园春.雪》是一篇豪迈而昂扬的诗词，所以在
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想通过诵读入手让学生在吟诵之中自己领
会诗词那种激昂、豪迈的情感并能通过多次朗诵用抑扬顿挫
的语言表达到位本词所蕴含的感情。

于是在课堂的不同环节安排了五次诵读，分别是教学刚开始
的跟录音磁带的跟读；了解了写作背景后带有感情的朗读；
整体认识了上阕学做内容后，挑选自己喜欢的句子进行诵读，
并说明为何这样读，老师进行点拨后，全班集体诵读上去阕；
分析完下阕内容，学生理解下阕所抒发感情后集体诵读下阕；
全诗思想感情分析完毕，指出同学们才是未来当之无愧
的“风流人物”，让同学们带有这种后来者居上的豪情再诵
读一遍文章。

从教学效果上来看，同学们确实通过多次阅读锻炼了自己的
诵读能力，一遍比一遍感情充沛，较好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而且在诵读之中也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学生一己体悟掌握了许
多朗诵技巧，如想要更好的把握诗歌所传达的感情，需要对
诗人生平和诗词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朗诵诗歌除了把
握感情之外，还要学会停顿，把握语速和重音等，这样才能
把诗歌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诵读出来。特别是在让学生自
己试着读自己喜欢的诗句并给大家介绍为何这样读的环节，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究与大家共同分享总结出来的朗诵技巧，
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但是课后反思了一下，了解背景之后的那次诵读是否需要安
排还有待于商榷，文章写作背景对把握诗词情感是有重要作
用，那么在学生还不能完全理解诗词意思的情况下，仅仅通
过写作背景能体会到多少思想感情呢？毕竟有限！因此，最
好是分析了文章内容后，在学生充分领悟到景语中所蕴含的
情语后再进行诵读比较合理。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摒弃了传统教学对内容的琐碎分析，
直接从整体入手；摒弃了传统教学中以老师解释诗意为主的
教授模式，尽量通过学生自己所读所析感悟到诗歌蕴含的主
要精神内涵。如在上阕教学中，了解了上阕主要描写的景物
以后，就开始边读边阐明自己处理诵读的理由，这理由中也
就饱含了一些重点字词的含义以及传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这样是一句双雕，学生印象也比较深刻。但是，我感觉自己
在进行点评时候还不够机智，不够灵活，启发性还不够，这
方面仍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强加锻炼！

语文教材反思篇五

一、激发兴趣通过对教材的钻研，首先出示小动物“羊、鸟、
兔”的图片，把它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开路石”，然后在
学生掌握了象形字的“以画构字，字就是画”的构字特点后，
再迁移到“口耳目”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安排，能让学生马
上实践象形记字的方法，从而始终保持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二、创设情境。在教学方法上，我们认为，创设情境是提高
一年级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在课堂教学时，
创设了小动物和我们交朋友这一情境，用“要交朋友，先记
住朋友的名字”解决了“羊、鸟、兔”字的读音；用“山羊
朋友告诉我们小知识”引出象形字的构字方法；用“你能用
刚才的方法记住羊和兔吗？”来让孩子进一步巩固象形
字“以画构字”的特点，孩子们学习时，始终围绕着和小动
物交朋友这一主线，大家兴致高昂，注意力集中，教学效果
非常理想。



三、在游戏中巩固

在巩固生字阶段，通过游戏让孩子们在趣味的氛围中不知不
觉地记住生字，首先是给生字宝宝排队（生字分类），然后
给生字宝宝找朋友（生字组词），最后在大街上找生字宝宝
（生活中字的应用），学生始终在游戏状态下学习，特别是
第二个环节，给生字宝宝找朋友，我把能与生字组词的字发
给小朋友，然后说“我是鸟，我是鸟，我的朋友在哪里”，
小朋友拍起儿歌，马上把字拿上来和我手里的字“交朋友”，
这个环节，孩子们的热情充分地被调动起来，课堂气氛非常
好。

这堂课的教学给我很大的启示，激发学生的兴趣非常重要，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趣味因素，让孩子
们喜欢上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