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 怀念母亲
教学反思(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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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一

听名师讲课，我会自始至终被课堂吸引着，被情感包围着，
学生也是始终如一的融入课堂，达到心灵与文本对话的境界，
听这样的课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感动，也是一种震撼。

新学期伊始，学校举行第一轮听评课。每位老师都在认真的
准备着。我执讲《怀念母亲》一课。选这课的原因是因为文
章感情深厚，语言凝练，字字句句都含着泪含着情。并且文
章首尾照应，主线明了，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对生母的怀念、
爱慕，以及对祖国的崇高的敬意和思念之情。如果能上好了，
我想学生肯定会满含激情、热泪于课堂上，但是结果并不理
想。从导入到初读，应该说非常到位。课堂气氛，学生的情
绪都被引入了一种沉痛忧伤的氛围当中。可随着课堂的深入，
学生却离文章越来越远，到最后下课有种不了了之、虎头蛇
尾的感觉。

纵观整堂课，我想主要是引导学生品读课文没有做好。在精
读课文时，我采用了抓住重点语句来深入体会作者对生母和
祖国母亲的思念、爱慕之情。由面过渡到点这是正确的。但
是学生找出体会最深刻的语句后，我在引导学生读时，却不
够深入，如：学生找的这句话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
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问学生：作者想对自己的
母亲说些什么？生略思：作者想说，妈妈你回来吧！如果当



时，我借着学生的回答，让学生带着悲痛的语气再读这句话，
全体学生再齐读，肯定会深受感染，课堂氛围也会更好。通
过这点，我想：及时抓住有利时机，有效问题，咬定青山不
放松，深入引导、朗读、体会是把握文章思想感情的方法之
一。再者，抓住重点语句精读文章时，学生找了很多自己认
为感动的句子，我不分重点平均用力，结果既浪费时间，又
感受不深。我想一篇文章两三处深入体会挖掘即可。

不同感情基调的文章教师在讲课时，应用不同的语气、语调、
不同的表情，这也有利于让学生正确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
显而易见，《怀念母亲》文章，应该说非常到位。这篇文章，
教师应带着忧伤、深沉的语气去读文章、讲文章，让学生受
到感染和薰陶。

另外，教师在课前认真备课，满怀信心的去上课，课堂上让
学生充分的读课文，以及教师的'内在修养，把握驭驾课堂的
能力，都是上好课的重要因素。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二

首先介绍下这堂课的背景，这是一节接受市教科中心进行教
研评估的一堂课。为了学校，因此，这堂课我还是比较重视
的！

《怀念母亲》是季羡林老人写的一篇怀念生身母亲和祖国母
亲的散文诗。因此，文章特别"散"。当然，以前我是一直不
爱教这篇文章的。孩子们太小，不容易理解季老的感情。

这次我不得不静心读读这篇文章了，读过了，也爱上了！文
章写得多好啊！"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对我说，她的儿子
今天回家，从学校回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她的儿子
一直没有回来，她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
不定他会回来的。看到她的神情，我想起自己长眠于地下的
母亲，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房东的孩子只是在外读书，房东太太就对孩子如此思念！而
作者呢，6岁就离开了母亲，她该是如何分分秒秒思念着孩子
呢？她该是如何度日如年呢？或许，她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
与孩子相见！但是，可怜的母亲，终究没见到孩子一面，就
匆匆离开了人世！母亲是带着相思离开的，母亲是带着不舍
离开的，母亲是带着牵挂离开的，母亲也是带着悔恨离开
的……想到这些，季老怎么不肝肠寸断呢，悲痛欲绝呢？此
时我终于理解了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我真想随母亲于地
下……"这是作者真实的`心理，没有夸张，没有矫情，这是
一个孩子对过世母亲最真的愧疚和悔恨！

文章中如这样的例子太多！这次，我终于理解了季老的这篇
文章！我终于读懂了作者的感情！

那么，我的教学中是不是非要孩子们理解这样的感情呢？我
想，以我的经历，我都经过了这么多年才懂，孩子们怎么能
懂呢？但是我可以找寻另一个突破口，通过对作者对两位母
亲的怀念之情，让孩子们明白，要珍惜自己的父母，爱戴父
母，要热爱祖国，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在设计教学过程的时候，我调整了教学感情的着落点。我要
让孩子们受到熏陶，爱父母，爱祖国，而不是去理解和季老
的怀念之情感到底有多深沉，有多细腻！这样，我不再感觉
这篇课文的内容太散，孩子们学习起来过难。

在今天的课堂教学中，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了完成教学
任务，很多教学环节是不落实的。我带着孩子们跑啊跑
啊……当然这样的教学效果无庸质疑——不咋样！

上完课，惭愧不已，我上课的时候急什么呢？应该踏踏实实
走好每个教学环节啊！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三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是季羡林先生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
对两位母亲的怀念。从而表达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
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
并且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首尾呼应，说明了为什么
会对两位母亲不变的情怀，使文章浑然一体。

一、从题目入手，抓住文章主干。课一开始，我先让学生齐
读课题，然后我紧紧抓住“母亲”一词质问学生：“这里的
母亲指的是谁？”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一个是亲身母
亲，一个是祖国母亲。”“那么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怀念自
己的两位母亲呢？”这样既交待了作者的写作背景，又让学
生抓住了文章的主干，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两位母亲在作者
生命中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全文奠定了情感的基调。

二、引用《赋得永久的悔》，做好理解铺垫。新课开始，课
件出示：季羡林作品《赋得永久的悔》，学生默读，交流感
受。让学生体会文章表达的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为理解本课
做好铺垫。

三、理解词句，感悟文章思想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
我让学生紧密联系本组课文训练重点——抓关键词句，表情
达意。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课堂上，学生能围绕一
些重点词句来理解失母之“恨”、思母之情、梦中寻母。并
抓住“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
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
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
日。”“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抱终天之恨、频来入梦”等
词，“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为什么，我
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等等句子，在读中感悟作者对两个
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之情。



上完这节课，同学们都被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深深地感动
了，有的同学甚至热泪盈眶，这也让我感受到：在教学中不
仅要让学生“解读”，更应该引导学生“创读”，以读促讲，
以读悟情，以读激情。

为了进一步表达感情，我让同学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一写
读了这篇课文的感受。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四

《怀念母亲》一文已选入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等课本。
文章写出亲身母亲和祖国母亲在作者生命中有着同等重要的
地位。下面是带来的《怀念母亲》的教学反思范文，希望能
对大家有帮助，更多内容欢迎关注应届毕业生网!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让我感触颇深，这篇课文是季羡林
先生以回忆的形式，表达了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
母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
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充分表达了对两位母亲的怀念，
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让人思潮澎湃，情绪
跌宕起伏。

课前，我安排学生先搜集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的有关
资料，对季羡林先生有所了解。导入新课时，我让以“国
宝”一词引入，结合资料，让学生了解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
的伟大贡献，从而引出季老那一段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以
及季羡林老先生去世的时间(7月11日9时，享年98岁)和悼念
仪式的隆重进行体验。

新课开始，我给学生读了季羡林作品《赋得永久的悔》，学
生听后，交流感受。让学生体会文章表达的对母亲的怀念之
情，为理解本课做好铺垫。紧接着，我先让学生齐读课题，



然后我紧紧抓住“母亲”一词质问学生：“这里的母亲指的
是谁?”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一个是亲身母亲，一个是
祖国母亲。”“那么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怀念自己的两位母
亲呢?”这样既交待了作者的写作背景，又让学生抓住了文章
的主干，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两位母亲在作者生命中同等重
要的地位，为全文奠定了情感的基调，为理解奠定了背景基
础。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我让学生紧密联系本组课文训练
重点——抓关键词句，表情达意。

课堂上，学生们分成四人小组合作学习，找一找课文哪些地
方可以看出我对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
并在小组里交流，学生们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学习积极主动，
交流时气氛活跃，他们找到了“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抱终
天之恨、频来入梦”等词，“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
开她。不知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等句子，这
样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老师引导得当，学生在课
堂上就会有精彩的智慧生成。

从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想在教学中“解读”课文，更应该引
导学生“创读”，以读促讲，以读悟情，以读激情。

与过去的课堂教学相比,我觉得这一节可更加充满亲情，相信
通过学习，孩子们一定会与自己的母亲更加亲近，也一定会
更加懂得母亲对自己的关爱。

母亲是一个让人感到无限温暖的称谓，说起母亲来我相信每
一个人都会有无尽的感激，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母亲永
远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执教完《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让我
感触颇深。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作者借助日记、散文
摘抄的语段，描述了作者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对母亲和对
祖国的怀念，文章对两位母亲同样的敬意，相同的爱慕表达
得酣畅淋漓，首尾呼应，说明了为什么会对两位母亲不变的



情怀，使文章浑然一体。

文章情感丰富，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惯穿全文。在教学中我引
导学生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具体感悟，感受作者对两位母亲的
深厚情感。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我让学生紧密联系本组课
文训练重点——抓关键词句，表情达意。这一点做的还是比
较到位的，课堂上，学生能围绕一些重点词句来理解失母
之“恨”、思母之情、梦中寻母。

由于所处的年代不同，学生理解起来不深刻。所以我在教学
中不失时机地穿插作者所写(赋得永久的悔)中的部分资料，
在朗读时用那种忧伤的语气去读，动用了真情，几度哽咽，
让学生们感受到我的“悔”。听得同学们个个潸然泪下，也
感受到作者那种思母的心情。纵观整堂课，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引导学生品读课文做得不够到位，在课余时间里指导学生
进行了全文的朗读，学生投入了真挚的情感，朗读后感觉效
果很好。

《怀念母亲》的作者是季羡林。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
作者对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怀
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分表达了作者
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因为本文语言富于跳跃性，而且作者对母亲和祖国的这种深
厚感情，学生缺乏现实体验。因此，在感受作者的情感方面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个教学难点，我主要采用了“补
白”的方式进行拓展式教学，比如时代背景的补白，对关键
词语补白，向文后延深补白等方式。

教学本文，我先请学生谈谈对季老先生的了解，随后我作了
补充：“季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学家，精通12国语言，是北京
大学的教授、校长，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提



起季老先生，我们看到的是他头上的光环，然而，当我们走
进作者的内心深处，你们会发现作者心中有一个深深的痛，
永久的悔。他曾说：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
开母亲。”这个课前导入，让学生对季羡林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便于课文的理解。

随后，我请学生找到文中直接表达对两位母亲感情的段
落——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理清了文章的结构脉络：首尾呼
应，文章中间部分具体写了对两位母亲怀着怎样崇高的敬意
和真挚的爱慕。

作者首先写了对亲生母亲的怀念。教学本段，我紧紧围绕
着“从哪些句子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亲生母亲的崇高的敬意
和真挚的爱慕”这一问题展开。学生主要结合两句话谈了自
己的感受，第一句是：“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
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学生联系上下文谈到作者六岁
离开母亲，很少呆在母亲身边，再加上母亲只活了四十多岁，
所以作者痛苦不堪，心如刀绞。为了加深对这一句话的理解，
我请学生想象一下：“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在作者食不下咽，
寝不安席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会回想起什么?”学生交流后，
我出示了以下资料让学生体会：“这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
家庭了。因此，幼年时我大部分时间是和母亲形影不离。母
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母亲到地里摘绿豆荚，我便跟
到地里，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捉到一只
蚱蜢，我一定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我一定
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
答我的问题，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通过这个资料的`介绍，
学生对作者心中的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句话是：“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
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
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
如一日。”什么是“灵魂不全的人”这一个问题是这一句中
理解的难点。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它的意思，我换了一种



提问方式：“结合作者此时的经历，想一想：一个灵魂不全
的人会有怎样的感受?”有的学生说：“作者感到很痛苦。”
我说：“对，长久的痛苦就是一种灵魂不全。”有的
说：“作者感到深深的自责，很愧疚。”我说：“对母亲深
深的自责也是一种灵魂的不全。”有的说：“作者感到生活
空虚，寂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说：“失去了对生活的
兴趣也是一种灵魂的不全。正如作者在《赋得永久的悔》中
所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
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可见母亲的离去，带给作者多
大的伤痛，母亲的去世，更是作者终生的遗憾。”我接着出
示了这一则资料：“我暗暗地下定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
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学生通过这个
资料的补白，更深刻地理解了作者的痛苦和自责，同时知道了
“我的愿望没能实现”是指赡养母亲的愿望没能实现。我趁
机引导学生诵读：“是啊，正如古人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
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作者岂止是没有赡养母亲，连母亲临
终前要见他一面的愿望也没能实现。要知道，作者见母亲的
最后一面是在母亲去世前的第八年。在这八年里，母亲有多
少期盼，多少等待呀。但是一直等到最后也没有见到自己的
儿子。作者怎能不抱终天之恨，怎能不泪流不止呢?让我们怀
着这样的感情再来读读这几句话。”

作者在第三自然段谈到了对两位母亲的怀念，并用摘抄日记
的形式重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怀念。对于这一部分的教学，
我主要是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一段感情朗读，并写下
自己的感受。我重点引导学生体会了第一则日记，为什么我
在想到故乡、老朋友时，心里感到凄凉，却又是甜蜜的?对于
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个句式的训练：因为( )，所以我感到
一丝凄凉，又因为( )，我心里又是甜蜜的。通过交流，学生
体会到了游子那诚挚的爱国心，再次走进老人的心田。

除了摘抄日记，作者还引用了散文《寻梦》中的开头和结尾
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
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



了。”“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
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在教学这一部分时，我让学
生想象作者看到了生母怎样的面影，又见到了祖国母亲怎样
的面影?随后，我请学生赏读了季老的其它作品中怀念“母
亲”的有关语句：“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
得，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
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
但终于向我走来了。”“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
现在终于闭幕了。在我惊魂甫定之余，我顿时想到了祖国，
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内心深处感到了祖
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离开时，我头也没有敢回，登
上美国的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留学德
国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旧邦，无端越境入瑞士，客树回望成故
乡。”这样学生就进一步感受到了一位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
的无限思念和热爱。

“补白艺术”重在教学过程，通过启发性、开放性、多元性、
多向性的教学，体现创新精神，达到语文创新教学目的。对
于留有想象空白，饱含丰富内涵的文本材料，我们应引导学
生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进行补白、拓展、想象，挖掘其潜
在的信息，扩充其丰富的内涵，让学生在头脑中浮现具体而
生动的情境，引导学生在对文本的补白拓展中去实践、去体
验、去想象、去探究、去表达……在文本、学生、教师的交
流对话中，实现以情生情的心潮相逐，以思引思的丝丝联结，
从而水到渠成地让学生在补白拓展中感悟文本内在的情感，
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精神境界，实现“语言”和“精神”的同
构共生，“训练”和“感悟”的比翼双飞，实现了课内阅读
与课外拓展的有效结合。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五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借助教学反思
可以快速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教学反思吗？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怀念母亲》教学反思，欢迎阅读
与收藏。

执教完《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我布置学生回家写读后感，
从孩子们的文章中我很有感触，于是提笔写写自己的反思。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是 季羡林先生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
对两位母亲的怀念。从而表达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
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
并且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首尾呼应，说明了为什么
会对两位母亲不变的情怀，使文章浑然一体。

一、引用《赋得永久的悔》，做好理解铺垫。新课开始，课
件出示：季羡林作品《赋得永久的悔》，学生默读，交流感
受。让学生体会文章表达的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为理解本课
做好铺垫。

二、理解词句，感悟文章思想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
我让学生紧密联系本组课文训练重点——抓关键词句，表情
达意。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课堂上，学生能围绕一
些重点词句来理解失母之“恨”、思母之情、梦中寻母。并
抓住“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
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
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
日。”“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抱终天之恨、频来入梦”等
词，“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为什么，我
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等等句子，在读中感悟作者对两个
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之情。

三、纵观整堂课，本节课还存在着一些遗憾之处，比如：因
为课堂容量过大导致课堂教学中的沟通合作、再次朗读感悟
等方面有些欠缺。我的教学机智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
课堂上由于频繁的表扬学生，使得教师对学生的口头表扬语



出现重复，没新鲜感。但我会不懈的努力，因为追求无止境。
更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备课过程中备学生备得不够。我将在
以后的时间里积累相关的经验使自己在教学方面得到提高。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六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让我感触颇深，这篇课文是季羡林
先生以回忆的形式，表达了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
祖**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
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充分表达了对两位母亲的怀念，
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让人思潮澎湃，情绪
跌宕起伏。

”这样既交待了作者的'写作背景，又让学生抓住了文章的主
干，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两位母亲在作者生命中同等重要的
地位，为全文奠定了情感的基调。

并在小组里交流，学生们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学习积极主动，
交流时气氛活跃，他们找到了“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抱终
天之恨，频来入梦”等词，“我的祖**亲，我是第一次离开
她。不知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等句子，这样
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老师引导得当，学生在课堂
上就会有精彩的智慧生成。

在课堂上，我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理解，读出自己不同的感情色彩。在理解作者对生身母亲的
怀念时，我让抓住“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抱终天之恨”等
词语，自己读句子，谈感受，并链接《赋得永久的悔》，让
学生明白作者对母亲的悔恨，在让学生反复地读，从读中体
会到了作者因为无法尽孝而心存自责，愧疚之情。在理解作
者对祖**亲的怀念时，我结合课文内容，唤起学生的生活经
验，去感受作者的内心体验;创设情景，引导学生展开想象，
通过对比读，选择喜欢的部分读，自读等方式，感受作者对祖



**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

上完这节课，同学们都被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深深地感动
了，有的同学甚至热泪盈眶，这也让我感受到：在教学中不
仅要让学生“解读”，更应该引导学生“创读”，以读促讲，
以读悟情，以读激情。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七

执教完《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让我感触颇深，这篇课文是
季羡林先生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
一位是祖国母亲。表达了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
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作
者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描述了作者在漫长的留学生
涯中，对母亲和对祖国的怀念，文章对两位母亲同样的敬意，
相同的爱慕表达得酣畅淋漓，首尾呼应，说明了为什么会对
两位母亲不变的情怀，使文章浑然一体。

一、本节课我采用“中心切入法”直接进入季羡林的内心世
界。本想使学生的情绪马上进入一种沉痛忧伤的氛围当中。
可随着课堂的深入，学生的情绪却离文章表达的.内容的氛围
越来越远。我想这是因为自已带着忧伤、深沉的语气不到位
去引导学生朗读去解析文章，所以不能使学生受到感染和薰
陶。

二、理解词句，感悟文章思想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
我让学生紧密联系本组课文训练重点——抓关键词句，表情
达意。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课堂上，学生能围绕一
些重点词句来理解失母之“恨”、思母之情、梦中寻母。

三、纵观整堂课，我引导学生品读课文没有做好。在精读课
文时，我采用了抓住重点词句来深入体会作者失母之“恨”、
思母之情、梦中寻母。由面过渡到点这是正确的。但是学生
找出体会最深刻的语句后，我在引导学生读时，却不够深入。



这也许是课堂容量过大导致课堂教学中的沟通合作、再次朗
读感悟等方面有些欠缺。

四、备课过程中备学生备得不够。由于多年没教高年级了，
而这一本书又是新教材里的一篇新课文，在上课过程中总感
到反差很大。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会慢慢好起来。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八

首先介绍下这堂课的背景，这是一节接受市教科中心进行教
研评估的一堂课。为了学校，因此，这堂课我还是比较重视
的!

《怀念母亲》是季羡林老人写的一篇怀念生身母亲和祖国母
亲的散文诗。因此，文章特别“散”。当然，以前我是一直
不爱教这篇文章的。孩子们太小，不容易理解季老的感情。

这次我不得不静心读读这篇文章了，读过了，也爱上了!文章
写得多好啊!“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对我说，她的儿子今
天回家，从学校回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她的儿子一
直没有回来，她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
定他会回来的。看到她的神情，我想起自己长眠于地下的母
亲，真想哭! 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房东的孩子只是在外读书，房东太太就对孩子如此思念!而作
者呢，6岁就离开了母亲，她该是如何分分秒秒思念着孩子
呢?她该是如何度日如年呢?或许，她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与
孩子相见!但是，可怜的母亲，终究没见到孩子一面，就匆匆
离开了人世!母亲是带着相思离开的，母亲是带着不舍离开的，
母亲是带着牵挂离开的，母亲也是带着悔恨离开的……想到
这些，季老怎么不肝肠寸断呢，悲痛欲绝呢?此时我终于理解
了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这是作
者真实的心理，没有夸张，没有矫情，这是一个孩子对过世
母亲最真的愧疚和悔恨!



文章中如这样的例子太多!这次，我终于理解了季老的这篇文
章!我终于读懂了作者的感情!

那么，我的教学中是不是非要孩子们理解这样的感情呢?我想，
以我的经历，我都经过了这么多年才懂，孩子们怎么能懂呢?
但是我可以找寻另一个突破口，通过对作者对两位母亲的怀
念之情，让孩子们明白，要珍惜自己的父母，爱戴父母，要
热爱祖国，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在设计教学过程的时候，我调整了教学感情的着落点。我要
让孩子们受到熏陶，爱父母，爱祖国，而不是去理解和季老
的怀念之情感到底有多深沉，有多细腻!这样，我不再感觉这
篇课文的内容太散，孩子们学习起来过难。

在今天的课堂教学中，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了完成教学
任务，很多教学环节是不落实的。我带着孩子们跑啊跑
啊……当然这样的教学效果无庸质疑——不咋样!

上完课，惭愧不已，我上课的时候急什么呢?应该踏踏实实走
好每个教学环节啊!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九

这篇课文是季羡林先生写的，他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两位
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表达了对亲身
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不变的爱意。课
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作者借助日记、散文摘抄的语段，
描述了作者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对母亲和对祖国的怀念，
文章对两位母亲同样的敬意，相同的爱慕表达得酣畅淋漓，
首尾呼应，说明了为什么会对两位母亲不变的情怀，字里行
间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让人思潮澎湃，情绪跌宕起
伏。

新课开始，课件出示：季羡林作品《赋得永久的悔》，学生



默读，交流感受。让学生体会文章表达的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为理解本课做好铺垫。接下来，我注重引导学生细细地品读
课文，先出示统领全文的`问题“从课文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
对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而后，让
学生细读课文，画出相关的句子，并做好批注。在小组间巡
视时，我提醒学生注意抓住重点语句来深入体会作者对母亲
的思念、爱慕之情。在小组交流的基础上，再进行集体交流。
我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如下重点句子：“我痛哭了几天，食不
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
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
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
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当学生在交流仍感到困难时，
我引导学生先自由读相关段落，再细读相关语句加以体会，
然后通过朗读把自己的体会读出来，让学生自己在文本上先
走个来回。每个学生在朗读、概括、体会的过程中都能各有
所得。两位母亲身份虽然不同，但作者对母亲的怀念是永远
不变的，自然而然使感情得到升华。

整体感觉本节课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学生的回答体会
很单一，除了怀念就是思念、热爱，也许一些事离现在距离
遥远，孩子们感受不到当时的情景，不过，我也不知道该用
哪些词汇来表达内心的那份情感，对这两位母亲，也确实只
有思念和热爱了，还是多读读课文吧，有一句话说得好“书
读百遍，其义自见”。

怀念我的母亲教学反思篇十

引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就不容易，更不要说读得有
感情了。我把读正确、读流利当作硬任务。它是"保底工程"，
要求人人做到。为确保每个学生达到读正确、读流利，我是
严字当头，"一字未宜忽"，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逗号和
句号要读出区别来，叹号和问号要读出不同来。第一节课我
是逐段逐段地"过"的，必要时我作了示范，甚至于领读。尽
管他们是四年级了，但该领读的还要领读。做任何事情不能



从概念出发，要从实际出发。张田若先生说："评价一节课成
功与否，首先看全班同学是否把课文读熟了。"

第二节课是"精读"，所谓"精读"，就是进一步引导学生把课
文读懂，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进而把课文读出感情来。这
期间离不开老师的必要讲解和朗读示范。不要以为老师范读
只是为了让学生模仿。老师的范读也能起到帮助学生理解课
文的.作用。因此，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好、朗读好，万万不可
缺少了老师的范读。课后有位老师对我说："怎样使学生把课
文读得有感情，看起来，就是‘跟我读’。"我说："对的。"
课堂上我和学生经常互读，互相朗读是"对话"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不能把"对话"只是理解为"你说我说"，也包括"你读
我读"。

过程真的比结果更重要。有过程，才有方法可言，才有能力
可言。指导学生把书读好的"过程"，更是我追求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