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优质5
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
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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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篇一

高中生活中，语文课是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学
习的基石之一，语文课程给我们提供了语言沟通和思维启发
的平台。我始终对语文课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并且在日
常听课中，不断总结体会，提升自己的学习效果。以下是我
对语文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语文课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老师经常开展
各种各样的口语表达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辩论，从
而锻炼我们的口才和逻辑思维能力。我通过这些活动，提高
了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思辩能力，不仅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还能够听取他人的意见并适时反驳。同时，语文课还
强调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课堂写作和作文训练，让我们逐
渐掌握文体的特点和写作的技巧。

其次，语文课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在语文课上，老师
会引导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其他各类文字材料，
培养我们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在阅读过程中，我不仅可以欣
赏文学作品的风采，还能够深入研读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同
时，通过分析、解读和评析，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哲理
和思想，并从中汲取到知识和智慧。



第三，语文课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课堂上，老师
总是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动脑筋思考，并通过讨
论和解答的过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综合能力。在这个
过程中，我学会了思考问题的不同层面，去寻找问题的根本
原因和解决办法，并且学会了合理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第四，语文课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语文课不仅关注于
学科知识的传授，还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感。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和名著等，我们能够更好
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魅力和精神。在阅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作品中蕴含的深层意义和价值观，更加珍惜和理
解文化的独特之处。

最后，语文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语文课上，老师
经常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如作文比赛、语文讲演和创新写作
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作能力。我通过这些活动，不
断挖掘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不仅能够写出独特的文章和故
事，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创新意识。

总之，高中语文课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不仅是思维启迪的
来源，也是语言表达和沟通的基石。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活
动，我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也增强了人文素养
和创新意识。我将继续保持热爱语文，不断学习、进步，成
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习者。

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篇二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在我的工
作中，时常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每当这些让我头疼的问题缠
绕我的时候，我会痛苦不堪，急于去解决，听课是我最常用
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通过听课这个业务上的学习，
我解决了许多让我感到头痛欲裂的难题，正是这样的方式，
我得到了进步。



观摩其他老师的课，我总结了她们的有以下几点：

一、吃透教材是最根本的

可以看出我们的老师们备课都非常用心，对课本的内容了解
的很透彻。

二、注重引导学生朗读

大部分老师都非常注重指导学生朗读，但决不是为了读而读，
而是在体会情感的基础上去读，并且对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例如：武老师在上课时，首先让学生大声自由的读并找出，
配乐读，让学生深情并茂的体会英子的感情升华。学习中还
穿插着齐读、分组读、示范读，进而激发同学阅读兴趣，让
学生在阅读中更好的领会文章所表达的爱的精神，层次非常
清晰。

三、注重学生读准字音

老师在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及时的纠正文字的发音，潜移默化
的教导学生字音要读准的习惯。还有的老师一直强调“不动
笔墨不读书”，做好批注，有利于培养学生集中精力的好习
惯。

四、注重启发式教学，让学生主动学

新课程标准要求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是这个主体的
引导者。这几位老师都充分的做到了这点。例如刘老师《让
小草生生不息》时，通过课件的设计，精彩的品读，引发学
生边读边想象，体会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美。

五、亲切的评价语言

几位老师评价学生的语言是那么贴切，到位，如赵主任运



用“你最聪明、你会更加努力的、我的孩子，你真棒、你的
眼睛已经告诉我答案了”等来鼓励学生。这些朴实，自然的
语言，对我感触很深。在以后的课堂上，我也试着让我的学
生感受这些美丽的评价语言。

今后的职业道路上，我会努力吸取这些老师的宝贵经验，以
长取短，避免在教学上的不足，必须不断地学习，转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通过这些业务上的这些直观听课学习活动，我对语文教学应
是动情去读去感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学习了很多的宝贵经
验，让我烦恼的问题通过这些活动烟消云散，让我在以后的
职业道理上更加轻松，也大大提升了我的工作水平。

听课心得高中语文

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篇三

审美感知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诗歌教学中
的一切审美活动都是以学生对审美对象的直接感知开始的，
并在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因此，我们不仅要探寻提
供有丰富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更要运用一切可行手段，如
借助物像、借助绘画、借助音乐、借助美读、借助习作、借
助移情等，建设转化审美对象，从而丰富学生的审美感知，
使学生对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深刻的领悟和启迪，情感产
生强烈的共鸣，染上作者的情绪色调，达到“会心”的中级
审美体验。美感应称这阶段这“启迪效应”或“感染效应”。

一、借助物像

物像是记忆的基础，教师可以根据所教诗歌的内容，设计、
制作多媒体课件，创作彩色幻灯片，或选用、自制一些挂图，
并联系诗歌内容，详细地讲解画面，例如《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林尽染;漫江
碧透，百秧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怅寥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教师可以运用电脑制作两幅课件物像：

一幅是“湘江秋景”，突出秋天的景物特征：色调鲜明、微
型机勃勃;

一幅是“独立寒秋”，突出人物的形象特征：意气风发、壮
志勃勃。

再用生动的语言再现诗中描述的情景，把学生引入诗的意境;
学生凭借感观，通过想象与联相，如同身临其境，领悟到这
首诗景美、情更美的情趣，从而感受到鲜艳的色彩《浓重的
红和浸透的碧》;感受到澎湃的激情。产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
热爱之情，对建设祖国的豪迈情感。

二、借助绘画

苏轼有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首首寓情于景、景
中见情、耐人寻味的佳作，如同描绘出一幅幅优美、寓有情
节、富有情味的绘画。诗歌讲究画面感，绘重视故事性，把
绘画与诗歌中的说、写训练相结合，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而把诗、画、事结合得完美的，莫过于唐代的王维，
他在《山居秋暝》中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未来。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
芳，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中有明月、清泉、松竹、溪石、水莲等，描绘了一组
清静、美的画面;然而在静的环境中，又有人的活动——浣女
欢笑，可能还有作者的旁观。教师可以根据这组画面，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说一段话或描述一个故事;然后再让学
生根据语段或故事，画出一幅，乃至好几幅画。通过这样的



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学生的说话能
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并反过来促使学生在绘画过程中
去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创造，使绘画作品更富有情节性，从而使
“文”与“画”相互促进，使之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更好地
使学生产生审美愉悦，在说、写、画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个
性。

三、借助音乐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们对于音乐的体验，
是一种心灵的感受，而对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却未必能产生
心灵上的共鸣。如李煜的《虞美人》，学生通过“问君能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句，可以理解诗人“亡国
之音哀以思”的愁绪。又如李清照的《一剪梅》，学生也可
以通过字面来理解李清照对一个人(新婚丈夫赵明诚)的思念
而带来的“闲愁”。但如果借助音乐(配乐)，学生更能在心
灵上产生共鸣，音乐的旋律和学生的心弦，将一起颤动，让
学生在心灵上得到感触，明白何谓“与我心有戚戚焉”。

四、借助美读

教师要指导学生有节奏、有感情地朗读，读出作品的节奏，
感受琵琶奏出的声韵(因为这是用文字描写音乐的佳作)，更
要与人物的心境相联，感悟其中所包含的情感——琵琶女
的“晚年沦落”和作者的“谪居卧病”，以及“同是天涯沦
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让学生从中受到音乐审美教育，
陶冶情操，形成健康的审美志趣。

五、借助习作

这里的习作是指在学生理解诗歌含义的基础上，让其发挥想
象，把诗歌(尤指古诗词)改写成一篇具有环境描写、故事情
节、人物对话等的白话“美文”。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
凄切》，可以让学生描写词人与恋人惜别的凄切场面。这样



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而且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领悟诗中情景交融的
意境美。

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篇四

语文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门科目。高中时
期，我积极参与语文课堂学习，通过观察和思考，我领悟到
了许多听课心得和体会。以下，我将分享我的五段式文章。

首先，我意识到语文听课要有耳朵。在课堂上，老师的声音
是最重要的信息源。因此，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解，是非常重
要的。通过集中精力听讲，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课堂内
容。同时，我也学会了运用不同的听课技巧，如记笔记、画
思维导图等，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记录课堂内容，提高我
在考试中的得分。

第二，我认识到语文听课要有眼睛。语文课程涉及到许多文
本资料，如诗歌、散文、小说等。通过仔细观察这些文本，
我能够更好地了解其背后的意义和表达方式。此外，我还注
意观察老师的表情和手势，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图和情感。
这样的观察能够帮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文本，提升我
在写作和阅读理解中的能力。

第三，我体会到语文听课要有嘴巴。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
和提问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互动，我能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同时，通过表达和解释自己的观
点，我能够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堂上，
我会勇敢地提问和发表意见，这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学习，也
能够激发其他同学的思考和参与。

第四，我体验到语文听课要有心。语文课程不仅仅是为了应
付考试，更是一门学科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科。通过对文
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我能够陶冶情操，拓展自己的人文素



养。同时，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评价，我能够锻炼自己的思
考能力和判断力。因此，我始终保持对语文课程的兴趣和热
爱，努力提高自己在这门学科上的能力。

最后，我深感语文听课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运用耳朵、眼睛、嘴巴和心灵。只有通过全面和
积极地参与听课，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在高
中语文课堂中，我积累了许多学习方法和经验，也体会到了
语文学习的乐趣。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我相信自己会在
语文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更好的成绩。

总之，语文听课心得体会是高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
过积极参与课堂，运用耳朵、眼睛、嘴巴和心灵，我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提高我们的学习效果。通过不
断地实践和总结，我们能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成长和
进步。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优秀的语文学习者。

高中语文写作听课心得体会篇五

高中是学生学习道路上的重要阶段，而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
科，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整个高中学习过程中，我参与了许多有关语文听课
的活动，从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体会和感悟。下面就让我来
谈谈我在高中语文课堂上所体会到的几个方面。

首先，语文课堂渗透了多种教育方法的运用。在现代教育中，
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成为了教师们的共识。在语文课堂上，老
师采用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如讲述法、讨论法、启
发式法等。每一种教学方法都突显了语文课的多样性，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
新思维。例如，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我发现同学们在课堂
上除了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外，还能够
锻炼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提升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其次，高中语文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语文作为一
门人文学科，阅读是其核心要素。在高中语文课堂上，老师
常常安排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练习，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培
养学生的感受力、理解力和分析能力。在每一堂课上，老师
都会指导我们如何读懂一篇文章，如何分析文章的情节和思
想内涵。这些课堂练习的过程中，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阅读
的乐趣和兴奋感。逐渐地，我会在阅读中品味文字的力量，
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再次，高中语文课堂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语文作为一门强
调人文关怀的学科，重视每个学生的个人发展和特长。在语
文课堂中，老师尽可能地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
例如，在作文练习中，老师鼓励我们开展多种创作形式，如
记叙文、议论文、写景等。这样的方式既丰富了学生的表达
方式，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写作能力。除此之外，老
师还鼓励学生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课外书籍，拓宽自己的知识
面，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

最后，高中语文课堂注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语文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强调学生思辨和批判能力的培养。在语文课堂上，
老师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思考和剖析，发表自己的见解
和看法。通过与同学们的讨论和辩论，不仅能够让我更加理
解微妙的文字背后的深刻含义，还能够锻炼我的逻辑思维和
辨析能力。这种思辨的过程不仅对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有所帮
助，还对我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通过参与高中语文课堂的学习和实践，我深刻体会到
语文教学的魅力和作用。语文课堂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更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摇篮。在未来的学习中，
我将继续保持对语文学科的热爱，并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和经
验，不断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和思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