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风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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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教学反思篇一

《猫》是著名作家老舍的作品，作者通过对猫的古怪性格和
满月小猫特点的描写，抒发了对猫的喜爱之情。

这个单元的练习重点是用摘录法概括段落大意。用“摘录
法”概括段落大意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易学的方
法。用“摘录法”概括段落大意，一般这种文章的段落里都
有总起句或中心句。如《猫》，每个自然段开头都有一个总
起句。但第２、３自然段总起句只是分别概括第２、３自然
段内容，只有第一自然段的开头“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
怪。”

概括全大段的主要内容，可作为第一大段的段落大意。同样
第４自然段总起句的前半部份“满月的小猫更可爱”可作为
第二大段的段落大意。这篇课文按照猫的性格古怪和满月小
猫的特点可以用归并法把文章分成两大段。

《猫》是老舍先生写的一篇状物抒情散文。文章结构严谨，
条理清晰，以风趣亲切，通俗晓畅的语言，表现了猫的性情，
又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猫的喜爱之情。

在教学本文时我抓住两个要点：一是深入理解作家对猫各方
面性情的描述，学习作家的语言技巧；二是要仔细品味文章
中蕴涵着的既显而易见又不着痕迹的感情抒发。



教学中，我让学生从字里行间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
怪”，学生能体会到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分三个方面生动形
象地描写了猫的古怪性格。“老实”、“贪玩”、“尽职”，
这看似矛盾的三方面都集中在猫的性格上，学生通过自己研
究发现这三个矛盾的方面是用三次“可是”作转折，写出猫
既老实又贪玩，虽贪玩却尽职，虽胆小却勇猛的性格特点。

第二自然段中，“这可都凭它的高兴。”一句，一个“可”
字，形象地写出了猫的古怪，同时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猫的
喜爱之情。

在教学时，我就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自己的朗读
中体会猫的可爱以及老舍爷爷对猫的喜爱，把这种情感通过
朗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篇课文学生都很喜欢，因为学生自
己家里也养猫，虽然有的学生非常喜欢猫，但对于猫的情感
没有老舍爷爷对猫的`情感深。

教学及训练。最为重要的是，教师要精心备课，理论依据、
教材文本、学生情况并重。

风教学反思篇二

《猫》是老舍先生笔下的一篇描写动物的抒情散文。文章结
构严谨，条理清晰。以风趣亲切，平实无雕琢的语言，表现
出猫性格的古怪，以及刚满月小猫的调皮可爱。字里行间流
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新课标指出四年级要求学生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在教学这篇课
文时我力求让学生通过朗读来感受作者对猫的喜爱，以研究
性阅读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抓住重点词、句来说
出自己的体会，读出自己的理解。创设情境来让学生感受作
者和《猫》之间的真情，感受“人爱猫、猫爱人”的和谐画
面，体 会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本课的教学难点是了解作者是怎样写出猫的性格特点，并在
阅读中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教学时，我采用
了“先扶后放”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通过第一自然段中
的“老实、尽职、贪玩”感受猫性格的古怪，重点分析、体
会、朗读第一自然段。放手让学生合作交流第2、3自然段来
突破难点。

在开头和结尾分别只用有概括句子的文章和老舍的文章作对
比，让学生感受作者用具体事实，抓住动物的神态、动作、
声音来表现动物特点的描写方法。只可惜这点指导得不够详
细，只是让学生感受到，而并不能保证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另外还有两点是需要我注意和改进的：

1、本文是一篇要求背诵优美语句的文章，应给学生一些背的
时间。

2、在指导“屏息凝神”这个词语时“屏息”指导得不够准确。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和有活力的
年轻教师探讨，不断完善自己，还请各位同事多多帮助、多
多指导，谢谢大家！

年级：四年级 姓名：李丽娟

风教学反思篇三

《新课标》中强调：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因此我让学生自己选择去读写猫性格古怪的句子，并且说说
为什么这么读？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让学生划出作者喜欢
猫的语句仔细品读。

学生们通过朗读揣摩，从老舍优美生动的语言文字中体会到
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有同学说：“在作者眼中，猫的脏



脚印成了可爱的‘小梅花’，可见作者是多么喜欢猫呀！”
有同学说：“我在‘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这句话中体会
到老舍对猫的喜爱，在他眼中猫就像一位歌唱家一样棒。”
还有的同学说：“我从‘蹭你的腿，要给你抓痒痒’这句话
看出猫与作者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可见，尊重学生的
阅读体验，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来潜心研读，让学生经过充
分的朗读，获得感知印象，并和已有的感知经验碰撞、于是
心有所悟，豁然开朗。

反思这节课，学生们学得兴趣较浓，猫的可爱也给他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完全归功于学生能抓住文中的语言文字，
通过朗读进行揣摩体会。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怎样
将一个事物的特点写具体方面收获甚微。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地实践与努力探索。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风教学反思篇四

《猫》是老舍先生写的一篇生动有趣的散文这篇课文的教学
主要突出了语文学科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上课时以研究性阅
读为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个性化阅读，使课



堂充满活力；同时也不忽视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
力求工具性与人文性两者的和谐统一。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面中，获得生动、直观的感受，引领学生融入文本去阅读、
去探究，让学生乐学、善学。

注重语言的积累，培养学生的语感。

对本文中“蹭、屏息凝视、丰富多腔”等字词的理解，没有
停留在字面上，而是让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体验去想象、去
尝试、去感悟。学生已经充分地朗读了获得了感知印象，并
和已有的感知经验碰撞、接通，于是心有所悟，豁然开朗，
体会到了那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

以读为主读中悟情。

本节课采用了多种方式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通过对重点词句的品味，感受作者语言的魅力和字里行间蕴
含的人文情怀，从而树立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本节课的教学，从整体入手，再到部分，使学生在品词赏句
中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还学到了语文阅读的方法，使课堂
教学成为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大胆想象的天地。

风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执教了著名作家老舍写的猫。经过充分的备课，可
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



猫是老舍先生写的一篇状物抒情散文。文章结构严谨，条理
清晰，以风趣亲切，通俗晓畅的语言，表现了猫的性情，字
里行间流露出作家对猫的喜爱之情。

课文的文字浅显易懂，因此不必在内容上花过多功夫。在教
学这篇文章时，我重点突出突出课文中所蕴涵的人文精
神——作者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因此我在学完课文后设计
了如下教学环节：

片段之一：品味词句

师：文中的作者非常喜欢他家的猫，在作者写猫性格古怪时，
用“出去玩”“不回家”说明他已经不仅仅把猫当做一个小
动物，而是把它看做了家里的一个成员，他是多么喜欢这只
猫呀。

生：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多小梅花，
本来是很脏的猫爪印，作者却说是几朵美丽的小梅花，可见
作者有多么喜欢它。

生：对于猫的叫声，作者连用了四个四字词语“丰富多
腔”“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简直把他写
歌唱家了。

生：再写刚满月的小猫时，作者好像是写自己的孩子。“它
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撞疼了也不哭”，可见作者多么疼
爱它。

生： 小猫把作者养的花弄的枝折花落，作者也不忍心责打它。

…………

师：可以说，全文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作者把它当做朋友，当做家人，当做孩子。正是有了爱，才



把猫写得活灵活现。同学们在朗读课文时，应把这种感受读
出来。

片段二：领悟情感

师：同学们，文章的作者充满了对猫的喜爱之情，文中的猫
主人有没有感情呢?

生：有。

师：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

生：“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这
句当中的“蹭”字，就看出了猫对主人很亲，很喜欢它的主
人。

师:“蹭”是摩擦的意思，作者为什么用“蹭”，而不用摩
擦?

生：“蹭”的动作很轻，很温柔。

师：这一蹭，就蹭出了人和猫之间的真情。人爱猫，猫亲人，
真是其乐融融。

还有，在让学生读课文时，学生读错的词及时写在黑板上，
及时订正。

以上教学环节，在老师们给我评课时，也是充分的肯定了这
一点。

还有一个多音字“屏息凝视”的屏写生读错了，没有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