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和学生一同在浓浓的民族自尊中，深深的民族自豪中学
完的这一课。读懂徐悲鸿怎样“励志学画”，感悟徐悲鸿勤
学苦练的精神，是学习本文的重点。在教学中，为了突出重
点，真正感悟徐悲鸿的为国励志学画的可贵精神，我引导学
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想一想，谈一谈，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当学习到徐悲鸿每逢节假日就进馆去临摹，常常一画
就是一整天时，我让学生联系自己在节假日是怎样度过的。
如果父母让你在节假日一直学习，你会有什么想法。学生都
说节假日多数时间是在玩中度过的，如果父母逼着学习，会
非常不情愿，并且学习的时候还要偷懒，因为一直学习很累。
我追问，有人逼徐悲鸿吗？徐悲鸿就不累吗？学生说没有，
是他自愿的，他也会累。我又让学生联系上文，进而明白：
徐悲鸿奋发努力，不怕苦累，为的是要让外国留学生重新认
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徐悲鸿的爱国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
他是真正的爱国者。最后用舒婷的《我的祖国》做为整篇课
文的结尾。教学中以一个点做为引发点，上下覆盖，层层深
入，我想这样的教学就是我们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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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篇二

如教学苏教版四年级上册《徐悲鸿励志学画》一课中的第二
自然段时，一学生质疑：那个外国学生为什么这样傲慢，这



样看不起我们中国人？面对这意外的提问，教师很沉着，把
询问的目光投向同学们，有学生马上回答：“因为徐悲鸿是
个穷学生。”“有道理，但仅仅如此吗？再去读读书。”很
快，有学生在书上找到了答案：“因为那时在19，当时我们
中国很穷。”“当时的清朝皇帝很软弱，所以我们中国人受
欺负！”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可教师
并没有这此打住，“面对如此傲慢的外国学生，如果你在场，
你会怎么做？”“我会对他说，你别得意，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们中国人有多了不起！”“我会说，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贫
穷的，总有一天会超过你们！”……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已走
进了徐悲鸿的内心世界，这没有预约的精彩让大家回味无穷。
孔子强调教学中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
都需教师制怒戒躁，在沉着冷静中思索，才能形成教学机智，
迸发智慧的火花。

思考：

在生成性的课堂教学中，随着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需不断被唤
醒，探究知识本质的潜能不断被挖掘，每一节课都是不可重
复的激情与智慧的综合生成过程，行行色色的“课堂意外”
会应运而生、层出不穷。而这些“意外”都会或多或少地延
缓或促进课堂教学的实际进程，扰乱教师预设的教案。如果
教师感到反感，情绪一旦失去控制，迁怒、训斥便随之而来，
课堂顿现死沉。面对“课堂意外”，教师若能沉着冷静，才
能迸发智慧，长善救失。

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篇三

苏教版教材第七册第三《徐悲鸿励志学画》一文讲述了徐悲
鸿留学法国时，励志学画为国争光的故事，其高尚的精神品
质较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全文的语言材料有形象支撑，并饱含情感，与学生的生活经
验契合。作者在第五自然段中运用了一系列准确生动的词语，



突出了徐悲鸿的高尚品格，如课文中的“潜心”深刻地表现
出徐悲鸿提高画技的刻苦精神。又如第六自然段中的“一
间”、“一杯”、“两张”这三个量词突出了徐悲满怀物质
生活的极端清苦，还如第八自然段中的“震惊”逼真地体现
了外国学生看到徐悲鸿的作品后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些都
是我们在教学本课时可让学生感知、感受、感悟的语言因素。

学习活动一：

生：徐悲鸿两眼紧盯着大师的作品，全神贯注地临摹。

生：徐悲鸿的双手不停的在画板上临摹，一刻也没松懈过。

生：徐悲鸿就这样一整天一整天的画，双眼已深深地凹陷了
下去。

……

师：同学们说得真棒！请你想想看，他在这一整天里会忘记
了……忘记了……忘记了……？

生：他忘记了吃，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全世界。

……

师：是啊，徐悲鸿就是这样投入、认真，这样“潜心”地临
摹，刻苦地学画。

反思：

小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较弱，理解事物比较直观，要领悟语言
文字所表达的内涵，应充分调动他们的形象思维。在这一教
学环节的设计中，我让学生抓住“潜心”一词想象，通过想
象中的徐悲鸿的样子感情语言，把语言文字描绘的情景“转



换”成生动的“图象”材料，从而促使学生领会到徐悲鸿当
时的那种忘我的境界。

学习活动二：

生：十分惊讶，非常诧异。

师：假设你就是那个外国学生，谁能将它表演出来？请几位
学生上台表演。

师：谁又能把“震惊”的表情描述出来？

生：那位外国学生瞪大了双眼，嘴张得老大。

生：那位外国学生目瞪口呆，还往后退了几步。

生：那位外国学生嘴里连连说：“不可思议！不可思
议！……”

师：那位外国学生为什么会“震惊”呢？请用“因为……所
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

生：因为他没想到徐悲鸿会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所以他非
常震惊。

生：因为他未曾料到徐悲鸿会有如此惊人的画技，所以他非
常震惊。

……

反思：

研究证明，人们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和对生活的敏锐感受紧密
相连。因此，在设计这一环节时，我注重引导学生联系实际，
先用表演的手段让他们设身自地地体验课文所描绘的情境，



再让他们辅以想象性的文字描述，二者结合，使“震惊”这
一较为抽象的词语在学生头脑中形成逐渐鲜明具体的图象，
进而再让他们理解外国学生此时心中的惊叹之情。我引导学
生结合实际，展开想象，创设情境，在一系列语言实践活动
的过程中感知、感受、感悟及积累运用语言这一教学理念来
设计课堂教学的。

作为获得语文素养的基本途径——学习语言，通过本次案例
的.实施，让我和学生都别有一番收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学生对语言的理解、领悟，不再只是字典上的解释，而
能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将一些抽象的语言因素用丰
富的形象材料来支撑，如第五自然段“潜心”一词，查字典
解释是“十分用心”，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我通过调
动学生进行推想、表演、用语言描述、口头填空等种种方式，
引导他们明白了徐悲鸿学画是何其的勤奋刻苦，体会到了作
者于词句中所流露出的对徐悲鸿的深深地赞叹。

（2）学习语言，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是朗读。反复朗读，可以
使学生积累语言、树立形象、体会情感等。若能在此基础上
让学生活动起自己的五官，效果会更好。如理解“震惊”一
词时，我就请学生自己上台表演出这个词的意思来，通过肢
体语言给了他们最直观的形象感受，从而较快地学习了“震
惊”这一极富表现力的语言。

（3）理解语言并不是学习语言的终点，只有当学生能够联系
生活实际，将所学的语言内化成自己的语言，才算真正地学
会了一处语言。如学生在充分弄清徐悲鸿励志成才的经过后，
自然懂得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含义。此时，我又让学生
联系自己或他人的生活实际，也用上“功夫不负有心人”说
一段话，从而最终让学生对语言的学习达到了“读出去、记
得住、用得出”的目的。



当然，对于本次案例的实施，我感觉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1）对课文中语言因素的挖掘还不够广泛、力度还不够深刻。
如第七自然段中“优异”、“轰动”也是语言因素，而在教
学过程中我却简单带过。（2）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自主读文、
提问的时间还不够长、空间还不够大，要切实将读与领悟、
感受结合起来。

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篇四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徐悲鸿为
什么励志学画?2、徐悲鸿是怎样励志学画的?3、徐悲鸿励志
学画的.结果怎样?并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教学。我首先让学
生反复朗读第二、三自然段，然后抓住外国学生的话，组织
学生讨论那个外国学生为什么会出言不逊。为了使学生更易
理解，我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绘画大师达仰很看重徐悲鸿，通过
“我知道达仰很看重你”来体会那个学生对徐悲鸿才能的嫉
妒，又通过“就是……也……”体会那学生对中国人的歧视
和偏见，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
分角色朗读，学生们感情也很到位。似乎外国学生的话把我
们的学生也给激怒了!接着重点让学生抓住“每逢节假日，常
常，一整天”等词语体会徐悲鸿“不知疲倦”“潜心”提高
画技的刻苦精神;从“小阁楼”“一杯白开水和两篇面包”体
会他生活的清苦。我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和徐悲鸿做比较，
让学生更清楚认识到徐悲鸿的认真和勤奋，效果还不错。最
后让学生找出那位外国学生的态度发生的变化的句子，与前
文中嘲笑徐悲鸿的句子进行比较，并分组进行朗读，让同学
说说自己的感受，从而引出“有眼不识泰山”。

在这节课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学生在读了两遍课题后就提出
了很多问题，如“徐悲鸿是谁?”、“徐悲鸿为什么要励志学
画?”、“徐悲鸿学的是哪种画?”、“徐悲鸿在哪里学的
画?”、“徐悲鸿怎样励志学画?”、“徐悲鸿励志学画的结
果?”等一系列问题。接着，我就让学生自己读课文去寻找答
案。当学生读完课文后，有的已经忘记了刚才的问题，有的



也只是记得一两个问题。当我让学生交流读后答案时，回答
的都比较零碎，说实话有些问题我自己也已经忘记了。对于
学生的交流，我觉得对理解课文帮助不大。

上完这堂课后，我就深深地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改变课堂
上无序交流的状况呢?我想如果老师在备课时对学生质疑的问
题进行充分预设，并作好分类，那么就可以解决学生提问题
杂、乱，读时没有针对性的问题了。后来，每次上课之时都
认真听取学生提出的问题，在提问后，及时让同学回答一些
简要的问题，把难度问题给以总结，再次把问题重复说给学
生听，让学生明确的带着问题读课文，做到有效阅读，我感
觉这对我以后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励志教学反思心得体会篇五

在学习《徐悲鸿励志学画》的最后一段时，读了外国学生的
话，我让同桌同学想像此时此刻徐悲鸿会说些什么？并两人
分角色演一演。

是课时划分不没有遵循情感路线？我把外国学生嘲讽徐悲鸿
的话放在第一课时来理解，割断学生情感的线索，使学生的
情感不能一气呵成？还是学生交流时我没有深入课堂，关注
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看来我太忽视细节了，课近尾声我关注
的是如何调整教路，使课的小结更紧凑，而忽视了学生的学
习状态，殊不知学生的学习才是我更应该关注的。我想更重
要的还是我的课堂调控能力太差。学生发言时我已经发现问
题，此时更应该思考对策，其实只要动一下脑筋解决这个问
题简单，只要让学生联系前文想一想学生的答案定会饱满起
来。

我想学生的发言之所以单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外国学
生的话，由于课堂上时间不充裕了，学生理解的不够深入。
我想我今后还要更加节省课堂上的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避免出现前松后紧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