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篇一

“语文的着眼点不在于理解课文内容，而在于培养学生理解
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这首诗
的教学，就力求体现素质教育和传承经典文化的思想，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教学过
程，提高教学效率。首先要打破传统的逐字逐句牵引，而后
串诗意的串讲教学模式，还给学生独立思考，发挥想象的空
间。为此，我在备课时，紧紧围绕以学定教的原则设计教学
环节，从学生已知入手探讨未知，自始自终，强调学生的积
极参与全程参与。在教学中，适当安排学生自学环节，鼓励
学生利用工具书查解字词，给学生创建自读自悟的机会。在
交流成果的过程中，变单纯的“师教生”位“生生互
学”“生生互补”，变僵硬的教师灌输为学生间的自我启迪，
从而让学生自主地学习、自悟、自得。

在具体操作中，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有：

1、以读为主，讲读结合；

2、媒体辅助，优化教学。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篇二

《早》是一篇以物喻人的散文，文中借梅花“开得早”，赞
美了鲁迅“时时早，事事早”的精神，教育人们要学习这种
品质，做“东风第一枝”。



学生因为阅读过描写梅花的一些古诗及文章，对于梅花的品
格之高洁已有所感悟，但鲁迅在文学界的盛名，学生却并不
了解，对鲁迅关注民族事业，弃医从文的一生，他们也是知
之甚少。在教学之前，我特地上网阅览了一些教师的`教后记，
我发现一位教师的做法能很好的激起孩子们的兴趣，于是，
课上我也让孩子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题：假使有一座密不透
风、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一群人正在里头酣睡，不久，他们
将在睡梦中窒息而死。这时，一个人醒来了，他面临两种选
择，一是保持沉默，让其他人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死去，二是
喊醒他们，做死前的抗挣，当然，希望是极其渺茫的，也许
他们饱受了垂死的痛苦，最后却是无谓的徒劳。你以为鲁迅
会作何选择呢？孩子们由此展开了争辩，通过引导，问题越
辩越明，鲁迅宁愿“四处碰壁”也要奋力“呐喊”的高大形
象渐渐清晰起来。这时，我又追问：梅花与鲁迅，难道只是个
“早”字的相同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此时已完全沉
浸在课文中了，他们的回答精彩纷呈，本课中最大程度地发
挥了他们的潜能，使孩子们受到了人文精神的熏陶。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篇三

课文《早》是著名作家吴伯箫写的一篇游记。看到这篇课文，
我想起了自己学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想起了教
过的课文《三味书屋》，《早》与《三味书屋》相比，在写
作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借物喻人，由蜡梅的清香
纯净引出鲁迅书桌上“早”字的来历，进而讲到鲁迅“时时
早，事事早”的人格品质，教育人们要学习这种品质，
做“东风第一枝”。课文之所以着力描写蜡梅花，是用蜡梅
花开得早、冰清玉洁来比喻鲁迅一生的品格。

教学中，我由上节课学生提出的问题入手，引出课文写了两
种早——梅花开得很早。鲁迅时时早、事事早。然后引导学
生围绕“课文是怎样写梅花‘早’的”、“课文又是怎样写
鲁迅‘早’的”两个问题直奔重点段深入朗读课文，在读文
中解疑。最后水到渠成地解决了“早”、“梅花”、“鲁



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教学难点。在与文本、教师对话中，
学生感悟了鲁迅这一人物品质。

对梅花“早”的理解，我抓住课文对腊梅花的描写，我让学
生品味梅花的颜色美、形状美、品格美，然后让学生去领悟
腊梅与“早”的关系。对于梅花的高洁，我引导学生联系描
写梅花的诗词来进一步感悟，他们都能体味颇深。

对鲁迅的“早”，通过朗读品味重点语句“鲁迅听了没有说
什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他在书桌上轻轻地刻了一个小小
的字‘早’。从那以后，鲁迅上学就再也没有迟到过，而且
时时早，事事早，奋斗了一生”等，很容易就能感悟到，结
合关于鲁迅珍惜时间补充材料，就体会得更深了。

但是对鲁迅先生为民族事业弃医从文、以笔为枪的一生，由
于学生知之甚少。所以体会不深，假如能在课前提供一些资
料阅读，一定会让学生能深入理解。通过梅花与鲁迅，难道
只是个“早”字的相同吗?引发学生讨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
之效。

对于最后一个自然段，因为有了上面的教学做铺垫，学生已
能理解，所以也就理解了课文为什么以“早”为题。这里还
应该进一步引导学生明了要学习梅花(鲁迅)冰清玉洁的高贵
的品质，作“东风第一枝”的劲头。

在教学最后，我布置了《一棵一练》上的作业。一方面是力
求做到把作业在课堂完成，另一方面是为了实践苏霍姆林斯
基关于巩固练习的思想，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篇四

一堂好课，除了目标明确，教师更应关注师生之间的对话，
教师应及时地接住抛出的“球”，在课堂中做一个好球手，
时时注意找个适合的点与学生对话。比如，这堂课中，教师



的教学目标是将夸父归为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失败不
气馁。在“说说夸父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环节中，已有
学生提到夸父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教师也追问：你从什么
课文的哪个地方看出来的？学生说：他敢与太阳赛跑，是个
自高自大的人。此时的教师没能很好接住这个“球”，应再
次追问：为什么你认为敢与太阳赛跑是“自高自大”？而教
师为急于点其他学生回答，未能接住这个球，引导学生体会
思考“失败英雄”的形象，当回过神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球”从身边滑走。而正因为这个球未能接住，所以导
致下一环节的进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于本堂课的亮点
没能充分展示出。学生也只能勉强认同教师引导出的“失败
英雄”。其二：对文本的质疑探讨还欠缺。由于质疑这个环
节中没有以主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就好像让学生在没有缰绳
的牵引下，驾驭一匹不知其性的良马一般，要想出引出“失
败英雄”就略显牵强。

其三：神话故事应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而本堂却没有太
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

这堂课毕竟只是一个“点”，教师只有及时反思课堂中的不
足才能在今后的教学中有所进步。

语文，为了生活还是考试？

第一天上课，我告诉学生，我在高中的时候怎样调皮，怎样
戏弄老师和同学。高中的学习也许很辛苦，但是很快乐。

我告诉他们：学语文是为了生活。同样的路边的一朵小花，
有人视而不见，有人就此联想到生死、命运、抗争。

我的教学设计与反思视频篇五

《早》是作家吴伯萧先生的一篇游记散文。作者按参照参观
访问的顺序写出在三味书屋的所见所想。以前教学的时候为



了显示对教材的灵活处理，习惯地喜欢将散文打“散”，教
师把自己的理解塞给学生。这节课上，滕老师特别注意尊重
作者的行文思路，顺文而教，品味语言，激活思维，触动情
感。

1、品味语言。

语言文字的品味是学生的阅读感悟能力的形成的关键因素。
而学生只有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才能感悟到语言的魅力所在，
从而在以后的阅读中关注语言，主动积极的去思考，去品味
语言。这样的教学才能体现语文学科的性质，才能不失语文
味。这样的教学也才能形成阅读的敏感，才能真正使学生形
成语文的能力。当教学的着力点放在文本关键词语的品味的
时候，学生才会口留余香。教学中对于“访问”、“蜡梅”、
“默默地”、“轻轻地”等词语的品味注重了层次的不断深
入，词不离句，句不离段。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聚焦，然
后想象、感悟、探讨、议论、运用。待内化之后，再通过动
情地朗读外化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滕老师在引导学生品味
语言的“内容意义”的同时，不忘记揣摩文章的表达方法。
比如，对三味书屋陈设说明方法的领悟，对事物（三味书屋）
与联想（几十年前上课的情形）的感受等。读读、悟悟、议
议，学生的语感自然得到了增强。

2、激活思维。

目前的许多课堂，师生的读书成了次数的累积，没有问题的
驱动，缺少层次的推进，因而学生的读书没有动力，浅尝辄
止。学生持久的读书的动力来自思维的参与，没有思维的课
堂是肤浅的。语文思维的呈现方式有概括、探究、品味、想
象等。这堂课最显著的特质是用问题激活学生的思维，调动
学生读书的积极性。比如，“为什么用‘访问’”，“哪一
张是鲁迅的桌子”，“为什么用‘早’字做题目”等等。这
些问题闪烁着教师“问”的智慧，以问促读，以问激思，提
高教学的效益。语文课堂只有关注了学生思维的培养，这样



的教学才有张力和持久的动力，才能开启学生的智慧。

3、触动情感。

语文与情感有着天然的联系。语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对情感的
真切体验。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
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
重要条件。”夏丏尊先生也说文字本身没有力量，而是通过
读者在心中唤醒已有的体验，形成情感的触动，进而产生了
文学的力量。课堂上打动学生的是情感，震撼学生的也是情
感。好的文章对于学生情感的触动和产生的力量是深远的，
可以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文字触动情感，
情感产生力量。通过读书，教师注重激发学生对梅花的喜爱
之情、赞颂之情。通过读书，学生走进鲁迅，感悟他的早字
精神——“时时早”、“事事早”，读出了对他的敬佩之情。
更主要的是学生在表达着喜爱之情、赞颂之情、敬佩之情的
同时，点燃了自己的激情与豪情，在自己的心灵里刻下了属
于自己的“竹”、“勤”等字。

综上所述，这是一堂真正以文为本，讲究方法，引领学生品
味语言、激活思维、触动情感行走在语言的世界里的好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