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 读初中语文
课标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篇一

在初中语文课上，教师已经把课标作为教学大纲加以实施。
通过课标的学习，我们青少年能够更好地了解语文学科的教
学目标，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自己的学习过
程中，我也深刻地体悟到了分层阅读、感悟文本和运用语言
知识三个方面对于语文学科的重要性。

首先，课标中强调了“分层阅读”的重要性。即使是同一篇
文章，不同的人也会有自己的阅读目的和阅读层次。通过意
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根据自己的阅读目的，选取适
合自己的阅读方法，充分利用阅读时间和掌握文章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层次的阅读中，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文章，深
入挖掘出作者的思想，因此，分层阅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阅读文章、掌握文章的思想。

其次，“感悟文本”是初中语文学科的重要内容。课标的引
导下，我不仅在读完一篇文章之后首先进行思想总结，而且
可以采取一些分析方法，深入挖掘文章的内涵。通过对作者
的写作风格、语言的运用等细节进行分析和探讨，使我更好
地理解文章的思想。长时间的积累和实践的好习惯，自己对
于阅读的目的识别和阅读的方法选择，以及文章内在思想挖
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最后，运用语言知识是最底层的基础。基本的语文知识包括
字词的使用、语法和用词的准确性。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课



标更加注重对词汇和语法基础知识的教育。通过拓展词汇量
和加强语言运用训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思想，
提高写作和口语表达的能力。我通过谨慎地使用语言，细致
考虑自己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培养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
且在实践中，进一步感悟到语言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在读初中语文课标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分层阅读、
感悟文本和运用语言知识三个方面的重要性。这些技巧和方
法已经使我更加善于阅读、思考和表达，从而使我对中国传
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认识更深刻了。尽管初中语文课的学习
未来充满了挑战，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和写
作能力。

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篇二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初中语文
课标也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据此，本文将结合自身的
学习经验，在读初中语文课标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心得与体会，
进行探讨和总结。

第一段：课文是学习的基础

初中语文课标是以语文课本为蓝本制定的，并且课文无疑是
我在学习语文过程中的重点。我认为，初中语文课标的核心
在于：初一，讲授“认字读音”等拼音学习；初二，讲授汉
字学习；初三，考虑到升学，讲授古代文学；而对于这些课
程的学习，课本中的课文则是十分关键的，它不仅可以帮助
我们了解和记忆语文知识，同时也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底蕴。

第二段：理解语文核心概念

在初中语文课本中，我们不仅要掌握具体知识，而且要理解
语文的核心概念。例如，什么是“文学”，“文化”等等，
我们需要学会把握主题思想、找出文学作品的核心意义，并



将这些概念联系起来进行探究。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我们
才能更加深刻认识到语文学科的魅力和精髓。

第三段：培养语文思维高度

作为学科，语文具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同时也需要运用一定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这是我在学习中体会到的一大
特点。初中语文课标所涵盖的范围较广，具有诗词、散文，
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类型。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
自己的语文思维，这包括逻辑思维、想象思维和创新思维等，
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

第四段：启迪思维，激发兴趣

在学习初中语文课标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知识，同时
还需要耐心阅读课文，感受其中情感，领悟文化内涵，这也
是我认为学语文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具有生动形象的性质，
通过读懂课文、领悟文化内涵，我们的思维也将得到启迪。
学习语文不仅关乎知识，更应该激发我们的兴趣，让我们不
断开拓视野，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发现。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初中语文课标在语文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涵盖了广泛的知识领域，也需要我们培养出一定的语
言表达、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地阅读课文、理解语文
内涵，我们可以启迪自己的思维，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
断学习探索，进一步提高自身语文素养。

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篇三

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都是十分深刻的。而散文集《野草》
更是透着一股黑暗的深邃。《题辞》一文中有句很著名的话：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只能亲身体验，无法向旁人
诉说。一个是梦，一个是死。当我们自我体验时，觉得无一
不可言，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大做文章。可是真的话到嘴边，
笔在手中，却会苦于找不到丝毫凭据，顿觉无所依傍的空虚。
《野草》中的文章之所以无一不透露出颓废黑暗的气息，这
正是代表了当时鲁迅先生内心极度痛苦矛盾又无处倾诉的状
态。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决裂，手足失和。这件事对鲁迅的打击实
在太大，以至于他在搬出八道湾后，大病数十天，瘦了十来
斤。想当年，他哥俩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
一块用手中的笔摧枯拉朽地批判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
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望的先锋健将。尤其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早期，周作人还比哥哥的名气大些。可是谁也不
会想到，这样的一对手足，却终于老死不相往来。

生活真的是很残酷。一时间，国事，家事，私事，将他逼进
了绝路。他于是便将这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转化为《野草》
的二十三篇文章中。

在当时的高压下，许多话是不能直白表达的。于是便有了这
些看似优美的文字，以及文字之后深陷的人生黑洞，黑洞之
中无限的黑暗与死寂。

《过客》一文，不仅是当时先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而且我想，
它也能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找到影子。老者说，前面的路，
是坟。但是女孩却说，那时开着野百合，野蔷薇的花园。显
然，老者的话贴近实际，而女孩的话充溢着梦幻。虽然对于
时间这条长路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但是，我们应该走下去，走向老者所说的坟地，女孩所说的
花园。那里究竟有没有路呢?不得而知。但是，这个答案在
《故乡》中说得明明白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



《野草》间，似路非路。

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篇四

20_年广西中学语文优质课展评暨有效教学专题研讨会于20_
年x月x日—12日在南宁举行，我有幸亲临现场参加了此次活
动，对于这次难得的机会我格外珍惜。这次活动中的优质课
展评、专家授课和讲座，使我受益匪浅。对于仍在语文教学
路上摸索的我而言，每节课都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也让我收
获很多。

我看到参赛的每一位老师都以自己的特色诠释着课堂教学中
生命的对话，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置身于会场
中，倾听着老师们一堂堂精心准备的课，领略着他们对教材
的深刻解读，感受着他们对课堂的准确把握，体会着他们对
学生的密切关注。他们在开启学生智慧大门的同时，也让我
学到了很多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理念。特别是黄厚
江老师的授课和讲座，使我深受启发。下面我把自己此次听
课的收获汇报如下：

一、语文教学需站在学生的立场。

在讲座中，黄老师强调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学生的立
场。什么是学生的立场?学生的立场就是在乎学生，就是永远
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的语文教学，老师更多的是在
乎自己，是自己计划的完成，是自己放方案的体现，是自己
的形象，是自己额成功，是自己的精彩。“五分钟，你是如
何确定的?”这个片段中，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示，那
就是教师的教学设计，必须从学生出发。这就告诉我，在进
行教学设计的时候，不能以强行的时间来限制学生的思维。
这也告诉我，在讲课的时候，不能给学生配给时间，应该给
学生以弹性的时间，给学生以思考的时间，这样才会得到学
生的喜欢。



而对于教师的问题，也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进行，应该从学
生的需要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去解决该解决的问题，
做该做的事情，做能做的事情。而学生的理解和教师的理解
因为各种原因，理解和回答上有偏差，那么就不应该用自己
的一套去解决问题。

其实，一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会
得到很多不同的惊喜。

二、开展本色语文教学。

应该坚持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语文的方法就是以听说读写
为活动形式的方法，就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方法，就是以提高
学生语文素养为目的的方法。语文的方法并不简单排斥其他
方法，但其他方法必须是能服务于语文学习的方法，必须是
学生的语文学习真正需要的方法。语文课堂教学应该能够遵
循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和节奏原则。

而对于阅读教学，要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阅读，在阅读中获
得多重积累，通过阅读提高语文综合素养。阅读教学应是以
文本理解为基础，以问题探讨为引导，以语言活动为主体。

在此次活动中，教师授课注重合作探究式学习，体现
以“学”为主。教学设计贴近学生，侧重学生对文本的真实
体验和感受。想办法让学生去触及文本，并不断引导学生从
文字中体会感悟其中包含的情感。“你能读一读吗?”“你读
出了什么?”“请你带着这种理解读一读”“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下”这样的评价细节随处可见。

教学反思：自己平时多数时候只是充当了一个搬运工，从书
上搬了出去而已，惭愧啊!很多时候自己就是个传声筒，将教
案上或教参上的内容直接照搬给学生，缺乏自己的个性解读。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自己制定了如下努力方向：



1、做个有心人，平时要多读书、多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的业
务素养，尤其是知识方面的积累和课堂语言的锤炼。这是提
高课堂教学实效的根本所在，只有教师自己的业务素养提高
了，才会创出实效的教学方法来。

2、要在备课上下真功夫。自己先对文本真的有自己的认识和
感受，然后再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相应的教学重点和教学
方式方法。

3、从教学内容总体出发确定好每节课的具体的三维教学目标，
真正明确每节课的知识的、能力的、情感的三方面的目标。
再精心确定每个环节的具体任务目标，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
方法。

4、教书、育人为先，教师要目中有人，时时关注不同层次的
学生，及时培优扶差，让所有的学生始终在进步的状态中。

总之，这次听课活动，不仅是享受，也是一种提高，不光是
听课，也是在发现自己，反思自己，在反思中教学，在教学
中成长。只有根据学生的需要出发，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只有尊重学生的立场，才会赢得他们的尊重。

今后我会用自己的行动做更好的诠释。

初中语文课心得体会篇五

新课程改革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多、更广泛、更容易地学到终
身受益的知识。那么，什么才对学生终身有益呢?除了听说读
写、字词句篇等知识经验和观察想象、探究思索等心理能力
外，文化的品质和素养应是一种更加可以让人终身受益的东
西。文化可以使人超越于生活的表层领域，不为技术经验或
工具理性拘检、束缚，进入人格自我完善的境域，充满睿智
和灵性地观照世界，应答世界，表现世界。文化人格是人格
的深层结构，是个体全部生活的精神之“根”。小学语文教



学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追求，应当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
的精神底蕴!

什么是文化?按学术界的通行做法，概念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两
个层面来进行阐释。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狭义
文化则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形成
的一套文化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
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湎价值观念系统则是其核心。
要探析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无疑当取后者。什么是语文教育
的文化底蕴?主要指中华民族几干年来积淀的文化传统和当代
人文精神，是一种人类精神、情感、心灵意识，包括狭义文
化所指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
情绪、民族性格等。就教育的本义来说，也是教育的终极意
义，语文教育是民族文化语言中人文主义情怀、智慧和创新
品格的教育，自然担当着传递汉民族文化底蕴的重任。没有
文化底蕴的语文教育，是不完整的语文教育。表面看来，任
何教学所传播的总是文化，而且是在形态上多种多样的文化，
语文教学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教学的文化追求不就成
了无的放矢吗?其实，传播文化并不意味着你的教学就是
有“文化”内涵的。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文化”，诚如众多
文化学家所说，不是那些可见的、物态化的符号、图像或行
为，而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一种只对孜孜叩间它的人才会彰
显的内在意义，一种人们用于解释经验、创造世界过程中所
反映出来的精神性、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信仰。教学作
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终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探寻、体验和
理解蕴涵在教材文本中的真、善、美、圣、爱等方面的丰富
意义，将文化本身的精神、人文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激活、
唤醒和培育学生的价值感和人生情慷。

一定的文化从孕育到成熟，有一个漫长的创造、积累、模式
化的过程。这就是文化的积淀。文化的积淀是一个通过从其
他人或文本那里接受传统的哺育和滋养，在与传统的对话和
晤谈中渐渐形成超越生物机体亲性的完整人格的过程。中华



民族的语言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亘古不息的长河。河水滔
滔，不舍昼夜，孕育了浩瀚悠远的华夏经典，涌现了诸多的
文化巨匠。汉语文化形象丰瞻，情趣盎然，神韵饱满，愈义
遥深，具有极为独特的人文品格。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汉语的文化特性，借助开拓阅读的报域，来开拓文化视野，
让学生在文本的学习中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吸收借鉴世界
多元文化，让历史文本在现实的语境中辐射出积极的存在意
义，在继承与发展中熔铸学生健康的积极的文化品格。为此，
我们必须改变语文教学过分强调学科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
倾向，基于特定的汉语文化情境来设计我们的语文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