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实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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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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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篇一

一节课40分钟，眨眼就过去了。可它留给我的思考很多，我
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回顾课堂，我感到自豪的是孩子们独特的思维与个性化的表
达。例如，在想象沙漠刮起风沙的情景，学生有的说：“沙
漠里飞沙走石。”有的说：“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在
引导学生谈谈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时，学生先是一愣，接着
话匣子打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读过〈四大名
著〉。”“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感
到自豪的是有你这样的好老师。”举手要发言的孩子还有很
多。

我感到自豪的是孩子们的大胆与认真。淘气的他们居然做到
了静心听课，以致于幻灯片上一个小小错误也难逃他们的火
眼金睛，我感到为难，同时感到庆幸，为难的是我要“有错
即改”，庆幸的是孩子们懂得学习知识来不得半点马虎。

回顾课堂，当我领着孩子们跟随小骆驼和骆驼妈妈走完一趟
沙漠时，我感到自己与骆驼妈妈相距甚远。

其一，我要求孩子们用心读书，用心感受，而我没有用心上
课，没有认真倾听课堂上的声音，以致于出现许多幼稚可笑
的问题，在引导概括驼峰、脚掌和睫毛的用处时，前面的学



生将文中的语句都找出来，我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来概括，
按理这是正确，可我的引导有问题，以致于听来累赘。在引导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范例是“我感到自豪的是拥有
你们这样聪明的学生。”以致于出现“我感到自豪的是有一
个爱我的妈妈。”我应该更多地引导学生挖掘自己的优点，
而不偏离文本的价值取向。

其二，不分轻重。描写沙漠的词语有必要感受，可花的时间
过多，以致于后面的教学（骆驼身体各部位的用途）极为仓
促。《第二次相遇》本是这节课的一个重点，本想以此为平
台，引导学生融文本内容及课外获得的骆驼的有关知识到故
事中，再次感悟“自豪”的内涵，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他
人。结果无奈中只好忍痛割爱。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篇二

小骆驼跟妈妈到沙漠旅行的经过是课文的重点。如引何导学
生理解这部分内容呢？我采用这样的三步进行教学。

身体部位小红马认为（难看）沙漠特点妈妈的启发（好看）
脚掌又大又厚沙子松散多亏脚掌又大又厚，不然会陷进去。
睫毛两层风沙铺天盖地多亏那两层睫毛，挡住风沙，鼻孔和
眼睛里没进一点沙子。背上两个肉疙瘩（驼峰）无边无际多
亏那两个肉疙瘩似的驼峰，里面贮存着养料，足够小骆驼路
上用对的。

这样，骆驼的驼峰、脚掌、眼毛的重要作用就一目了然。

句式：小红马认为小骆驼的脚掌，但是，在妈妈的引导下，
小骆驼知道了的脚掌，在沙漠里。

通过这样的练习，孩子们悟出了被小红马认为难看的东西，
其实是小骆驼在沙漠中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读促
写，进行了思维和说话的训练。



再次基础上，讨论小骆驼美不美时，孩子们慢慢体会出了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判断事物美丑，不能光看外表，
要看实质，看其有没有用处。孩子们读最后一句“我们的驼
峰、脚掌、睫毛在沙漠里有那么大的用处，我应该感到自豪
才对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篇三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是苏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
篇童话故事，具有童话故事的一般特点。这篇童话故事通过
讲述小骆驼因为小红马嘲笑它难看而感到委屈，后来跟妈妈
到沙漠旅行，通过自己沙漠旅行的亲身体验，终于明白自己
原认为长得难看的驼峰、脚掌、眼毛实际上是在沙漠中生存
的必要条件，由自卑转为自豪的故事。告诉学生判断事物的
美丑，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实质，看其有没有用处。

我在教学中，始终扣住课文的语言文字，抓住了课题中“自
豪”这个词。在经过专家指导后才发觉抓住课题中的重点
词“自豪”是对的，但却忽略掉了“才对”二字，应该要让
学生了解到小骆驼是在受到委屈之后才感到自豪的，这才是
课题中真正该抓住的重点。有句话说得好：“千重要，万重
要，吃透教材最重要。这个法，那个法，不懂教材没得
法。”只有吃透教材才能真正上好课。我在对课文的重点把
握上还不到位，主要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读透教材，读懂教材，
以后在读教材方面还要下功夫。考虑到35分钟的有限时间，
整堂课我主要抓住描写大沙漠恶劣环境的词语和骆驼妈妈的
两次说话，让学生朗读体会感悟，对美的定义有强烈的感受
和初步的领悟。为了让学生能了解大沙漠中的恶劣环境，我
借助了多媒体图片，让学生对沙漠有个直观的了解，了解沙
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但在对词语的
理解这一教学环节上的处理还不够深入，没能让学生真正读
好这些词，从词语中感受到沙漠的恶劣。例如“茫茫的大沙
漠”这个词，应该重读“茫茫”，由此感受出沙漠的广阔无
边。



在使学生了解骆驼的身体各部分的作用教学环节中，我并没
有进行空泛的说教，简单的告诉，而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
让学生在积极自主的阅读实践中获得答案，了解骆驼的脚掌、
眼毛和驼峰各有各的用处，并以列表似的板书让学生填写，
这样一看板书就能知道骆驼的驼峰、脚掌、眼毛有什么特点，
又有什么作用，让人一目了然，而且印象深刻。驼峰像两个
肉疙瘩贮存养料脚掌又大又厚防止陷进沙子里睫毛两层遮挡
风沙。

这堂课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整堂课的教学中，我虽
然注意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感悟，但有些地方的处理的还不
够恰当，没能激发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在受到教育的同时受
到美的熏陶。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篇四

一、留足时间，促进自觉参与。

教师始终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把学习的自由
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选择学习的内
容，安排学习进程。教师要留给学生足够的学习时间，让学
生有更多的阅读、欣赏、品味的机会，变过去被动地听讲为
主动参与的实践活动，使得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收获。

如在解决“骆驼的驼峰、脚掌、眼毛在沙漠里有什么作用”
这一问题时，我设计四人一小组合作学习的环节，并友情提
示：这一问题中有三个小问题，每个小组可选择自己最感兴
趣的问题进行交流。允许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所涉及
的课文内容”进行反复朗读、体会……这一过程，保证了学
生在课堂上充分自主的学习时间。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认认
真真地读书，扎扎实实地训练，仔仔细细地思考，真正使每
个学生都“动”起来，都参与到语言实践中去。

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采用变序的方法组织教学。



本课的教学设计改变了遵循教材内容本身顺序的讲读方法，
从小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水平出发，本着充分调动起学生
学习积极性的原则组织教学。

我没有急于解决本文的教学重点：骆驼的驼峰、脚掌、眼毛
在沙漠里的特殊用处，而是先充分挖掘教材内容，通过品读
课文的语言文字和借助课件媒介帮助学生感受沙漠的恶劣环
境，建立对沙漠的了解，为下文的学习作了铺垫。接着我话
锋一转：就是在环境这么恶劣的沙漠里小骆驼和骆驼妈妈进
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转入最后一个自然段的学习，让学生
对最后一个自然段提出质疑，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紧紧扣住
学生的心弦，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探求问题答案
的热情，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未能紧扣课题，不断深化主旨。。

这是在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不足之处，对“我应该感到自豪才
对”这句关键性的话没有在教学中做到环环紧扣，如果能在
教学驼峰、脚掌、眼毛的作用时，不断反复地朗读体会这句
话，就能使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体会一步步地深入，使课文
主旨的揭示有一个不断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

以上就是我对《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的教学设计及反思，
敬请各位领导和老师批评指正。

我应该感到自豪才对教学反思篇五

那是今年的四月份，我所在的一所农村小学举行教学基本功
大赛，我踌躇满志，比赛前深入钻研教材，精心备课，只想
在比赛中一展身手。临近比赛，我在所要上课的班里做了充
分的准备，让学生反复朗读所要执教的课文《我应该感到自
豪才对》。比赛那天，正如我所期待的，学生发言热烈，课
堂气氛宽松而又活跃，当课即将结束时，我请学生用“我自
豪，我是一匹骆驼，因为……”说上一句话，学生能联系课



文又结合课外，交流骆驼在各方面的用处。随后，我又迁移
这个训练点，让学生用“我自豪，因为我……”学生马上举
手回答道：“我自豪，因为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我一听心
想：“这个班百花齐放，有各种各样特长的学生，何不激励
一下他们的自信心？”首先让我看到班长何智铖举手了，他
在去年的迎春书画比赛中还得过一等奖呢？就请他起来回答
吧！他也想久旱逢甘霖般的站起来，说道：“我自豪，因为
我能在这堂课中让刘老师感到高兴。”这使我震惊，学生在
课堂上这么在乎老师的感受；也使我感到心痛，为了配合老
师，他们在课堂上埋没了自我。

几千年的师道尊严使得我们的老师一站到讲台上便失去了自
我。常听孩子们说：“老师和老师在一起怎么那样开心，一
看到我们咋就不会笑了呢？”的确，自觉不自觉地，我们在
讲台上展示给学生的是端庄、大方、文雅，似乎给孩子们的
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在孩子的内心中产生一种畏惧感，师
生之间隔起了一道无形的心墙。反思自己的这堂评优课，我
老想将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答案强加给学生，我想尽了“妙
招”，许诺表现好的同学能得到我制作的精美头饰，烘托了
课堂气氛，课堂上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活跃，但不过是学生
对公开课而萌发的表现欲望。学生按教师计划的过程表演，
激发了学生浅表的兴奋，但学生收获的是课本的知识和课文
中蕴涵的思想教育，享受的是“戴着枷锁跳舞的愉悦”。因
为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平时课堂上让学生选择学习内容，在
老师的“引导”下，选来选去还是选到老师既定的内容上，
老师让学生“质疑问难”，但总是表扬正中下怀的学生或者
老师将学生的疑问抛在一边，出示自己的问题让学生思考，
显然质疑变得流于形式，老师俨然是问题的提出者，而学习
的真正主人——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问题。学生摸透了老师
的内心，于是总在揣摩老师的心思去投其所好：提什么问题
和老师的意？老师想得到怎样的答案？儿童的心灵是纯真的，
他们为了迎合老师，潜移默化中为自己的个性发展套上了枷
锁，约束自己的思维，不感越雷池半步。



爱因斯坦说得好:“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矩
的、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
不幸的社会。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
人。”我们应采取措施解开孩子个性和谐发展的枷锁，推倒
师生之间那道无形的心墙，否者孩子的个性将掩没在循规蹈
矩、亦步亦趋的课堂中。尤其是当学生发出“不和谐的音
符”时，我们不可横加排斥、非难斥问，更不可冷嘲热讽，
一定要珍视学生创造思维的火花，还要允许学生犯合理性的
错误，给学生一个宽松的思维空间，这样学生思维的火花会
使课堂气氛活跃，气氛活跃又会进一步激活思维，个性便从
中得到张扬和发展。

课堂是师生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是带着学生走向作品，
而非带着作品走向学生。只有把生命个性发展的主动权还给
学生，才有可能解开枷锁,焕发个性的魅力。当学生抖落了思
维之翼上的绳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由翱翔，调
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去理解作品中的多意性描写，从中获得充
分的审美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