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凡卡教学反思(优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凡卡教学反思篇一

对于这篇文章，要抓住小说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把教学重点
确定在课文第3~15自然段的阅读。教学中，要把教学价值定
位在对文章写法的揣摩与体悟上，聚焦对比的写法，让学生
在对比中读出“相同”与“相异”。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学生
在课堂上沉默不语，只是在做课堂的旁观者。

这节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教师引领学生反复进行“对比阅
读”。在第二板块中，我让学生读出不同——对比读回忆和
写信的段落，找找凡卡前后生活的不同，并且问：读完后你
看到了怎样的凡卡呢？学生在这一环节基本上能找出相应的
句子，“可怜、受苦”、“快乐”等词语也能轻易地说出来。

本来应该提前印好学习单，让学生自由填写学习单，这样的
课堂效果更加好。学生通过对比阅读，从文章中发现不一样
的凡卡，从而体悟到“对比”写法的妙处：突出凡卡命运的
悲惨，激起读者的同情，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我们教语文不单单是在教课文，更重要的是要教学生语文学
习的能力，要教方法。对于“写法及其好处”，学生总是不
能很深刻地明白，在写习题时往往空白。

这节课进行了三次对比，第二次旨在求同。问：凡卡乡下的
生活真的有无尽的快乐吗？让学生再次读课文，找出相关语



句。这时学生都能很清楚地知道凡卡不快乐，也能很迅速地
找出相应语句。第三次对比，是让学生从《凡卡》的原文中
去对比发现相同和不同之处。

“对比”既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阅读策略。作者运用
对比，揭示了凡卡的苦难，社会的黑暗；读者运用对比，深
刻地感受到了凡卡的痛苦，社会的罪恶。同时，这一过程，
实际上是在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反复而深入的`对话，这既是
对文章的深入解读，也是我们对作者表达的最大敬意。

这节课在设计上重点关注“写法”的习得，而相对弱化了对
语用的训练，既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这是语文教学的应
有之义。在进行对比阅读时，可以适当让学生写一些批注，
留下自己的感悟与思考，还可以让学生选择文中的一个人物，
写上一句最想说的话。

凡卡教学反思篇二

教《凡卡》这课时，我引导学生带着课后的三个问题进行默
读，然后交流。更多的还是依据学生的学情生成新的教学思
路，随机调控课堂，感觉非常满意。平时上语文课，我很少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默读课文，我比较喜欢使用朗读，在我看
来朗读是小学语文教学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阅读方式。《凡
卡》是教材第四单元的第二篇课文，这一个单元的训练重点
就是默读，前一篇课文的教学我没使用默读，也没提及默读。

因为平时在观察高年级学生读课外书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
学生都采取默读。从某种角度讲，小学生随着识字量的增大，
随着年级的提高，随着知识面的拓展，在阅读书报时，都会
自然而然地喜欢用默读的方式。当然这种默读还是无意识的，
比如要有意识地提高默读的速度，要有意识地边默读边思考，
还需要教师的点拨。《凡卡》一课的教学是我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如何默读，培养学生良好的默读习惯。



学生对课后三个问题的精彩交流，也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尤
其是第二处问题(第一课时：为什么凡卡给爷爷写信乞求爷爷
带他回家?第二课时：多数同学认为凡卡受尽折磨、苦不堪言，
生不如死，但是有一个同学却认为凡卡很坚强，你认为凡卡
到底有没有坚强?)的交流，具有“史无前例”的突破!多数孩
子一开始都认为凡卡的学徒生活“再也受不住了!”“我就要
死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
如!”……只看到凡卡悲惨遭遇的一面，却没有发现凡卡骨子
里还隐藏着坚强的另一面!不少人在可怜凡卡的同时，唾骂的
是鞋店的老板、老板娘、几个伙计，怪罪的是黑暗深重的资
本主义社会。这课的教学，我没有引导学生去同情凡卡，也
没有引导学生去唾骂和怪罪，学生的交流中已经蕴含这些了，
我为何还要再去强化这些呢!因为这些都不能触动我和学生的
心弦，不能撞击我和学生的心灵!

此课的教学，前后的两个课时相互“链接”，融为一体，默
读中的三个问题贯穿两个课时。第一课时由三个问题引发学
生的思考，默读完之后，依次交流，学生的默读成果分类板
书。每一个问题的解答，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在“矛
盾”之处生成新的问题，这里的新问题是对原问题的深层思
考，可以留给第二课时，因此不必马上解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巧置悬念，吊吊学生的胃
口。胃口吊一次还不够，还要吊第二次，第三次，学生都快
坐不住了!第二课时学生的浓烈兴趣依然不减。这使我想起了
一句话：“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课堂，带着更多的新问题出课
堂。”这一课的教学我不就是在实践着这一个理念吗?学生带
着问题默读课文，走入文本，带着成功的喜悦走出文本，引
发新问题后，学生再次走入文本，带着胜利的喜悦再次走出
文本!学生的思维始终处在活跃的状态，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
话自然而亲昵，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也在享受着语文。第
二课时的末尾虽然没有再产生更新的问题，但是凡卡超乎寻
常的坚强，为自由而生存的坚强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学生的心
里，引发的将是更加深刻的问题，留给学生的将是一生的思



考。

《凡卡》的教学，默读与交流交替进行，学生不断地在文本
中走进走出。每一次进出，学生都有新的发现;每一次交流，
学生在倾听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启发;每一次产生新的问题，学
生总是兴致盎然，兴趣大增。我想这就是理想的语文课
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语文课也应该像说评书
那样，经常带给学生“意犹未尽”的享受!

凡卡教学反思篇三

1、教师没有做到以学定教：

课堂上在突破难点，凡卡在乡下的乐更反衬出凡卡的苦，此
时我的引导不不到位。没有充分引导学生读出爷爷和凡卡在
乡下的.苦。所以课堂上有学生认为爷爷会来接凡卡，让学生
产生错误的理解。主要是我备课不充分所致，课堂反应不机
智。

2、学生缺少自我探究的机会：

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目标体现得不够明显，教学设计中
学生自我探究时老师的引导不够，学生的通篇思考驾御的能
力有待提高。在今后的教学实践(《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
思)中我要不断磨练自己，深入备课，讲课时灵活处理教案，
以学定教，心中有数，使得自己尽快达到师生互动，共同提
高。

3、情感教育不突出：

虽然作者抓住了课文重点(第八自然段)的教学。学生也融入
到了文本之中，通过有层次、有梯度的朗读使学生的心灵得
到了震撼，体会也不是架空的。确确实实学到了语文知识(用
词的准确及表达方法)。



凡卡教学反思篇四

《凡卡》篇幅较长，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复杂，根据本课的`教
学重点和难点。我分三课时进行这课的学习：第一课时的学
习目标是学生自己设计预习题目，要求抓住重点字词，形式
多样，有思考价值；第二课时交流预习成果，检查预习效果；
第三课时围绕课后思考题进行研究学习，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一、在第一课时和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发现有的学生设计
的预习题很全面，很有创意，能够抓住重点，联系旧知识，
联系课外的知识，题量也很大；而有个别学生（有的属于学
困生，有的则属于习惯差的学生）则相反，一堂课下来，这
两种类型的学生的收获真是天壤之别。面对这种现状，我开
始想对策：对，在其他学生设计的同时，请一位学习比较好
的学生到黑板上完成，建议（或要求）后者模仿这位同伴的
题目去设计自己的预习题，这样，他们有了压力，也有了动
力，提高了他们的预习效果。另外，在进行预习成果交流是，
要做到人人参与，采用兵教兵的策略，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在
展示自我的过程中收获知识，提高能力。

二、在第三课时的教学中，我通过“明确目标-自学自悟-小
组交流-全班交流-总结评价”的五步教学法，引导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感受主人公悲惨的生活，内心的痛苦，美好的向
往。首先，我向学生提出学习目标：默读课文，思考课后题，
从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进行批注。接着，学生进行自学，与
此同时，我进行行间巡视，及时发现有价值的批注及时进行
交流，激活其他学生的思维。

之后，我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流，要求在组长的带领下，将
小组成员的理解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统一的认识，并选出代
表准备进行全班交流。最后，我组织进行全班交流。在交流
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学生能够抓住关键性语句进行分析
理解，尤其是抓住了课文的第8、10、15自然段，感受到了凡



卡凄惨的学徒生活，有很多学生进行了动情地朗读，更增加
了感染力。

凡卡教学反思篇五

1、教师没有做到以学定教：

课堂上在突破难点，凡卡在乡下的乐更反衬出凡卡的苦，此
时我的引导不不到位。没有充分引导学生读出爷爷和凡卡在
乡下的苦。所以课堂上有学生认为爷爷会来接凡卡，让学生
产生错误的理解。主要是我备课不充分所致，课堂反应不机
智。

2、学生缺少自我探究的机会：

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目标体现得不够明显，教学设计中
学生自我探究时老师的引导不够，学生的通篇思考驾御的能
力有待提高。在今后的教学实践(《记承天寺夜游》教学反
思)中我要不断磨练自己，深入备课，讲课时灵活处理教案，
以学定教，心中有数，使得自己尽快达到师生互动，共同提
高。

3、情感教育不突出：

虽然作者抓住了课文重点(第八自然段)的教学。学生也融入
到了文本之中，通过有层次、有梯度的朗读使学生的心灵得
到了震撼，体会也不是架空的。确确实实学到了语文知识(用
词的准确及表达方法)。

凡卡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凡卡》时，不但我精心备课，还让学生提前好几天开
始预习。谁知当我满怀信心地站在讲台上问学生：“你们通
过这几天的预习，发现了什么问题？”时，我们班的“问题



篓子”一张嘴，大出我的意料。他说：“书中写凡卡无父无
母，跟着爷爷生活，又穷又苦，九岁就被送进鞋店做了学徒，
他这样的条件怎会识字？这岂不是契诃夫明显撒谎吗？”他
这一问，大家都有同感，教室里立刻炸开了锅，随后又都陷
入了迷惘，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一同学举手示意发言，
我点头允许。他说：“从凡卡趁老板、伙计们去做礼拜时，
拿出笔尖生锈的钢笔来看，我认为这钢笔和笔水是他从农村
带来的，来鞋店之前上过学。”又一同学站起来反对
说：“要是这样，凡卡在农村条件应该好才对，可他在给爷
爷的信中只显出在农村的快乐，并未写农村的条件好呀！”
这时邹莹莹同学站了起来说：“我查阅过资料，俄国当时许
多农民纷纷破产拥向城市。从凡卡信中要爷爷摘一颗金核桃
藏在他的匣子里头和嘱咐爷爷不让旁人拿他的小风琴可以看
出：凡卡先前有匣子、有风琴，条件是不错的，应是家里破
产后才进城做学徒的。

问题到此才算没了争议。

[反思]

无疑，凡卡怎会识字？这个问题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课前预设，
但很快引起了学生的共鸣与争论，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试想，如果我当时为了按部就班地完成课前的教学设计，而
予以搪塞、敷衍，那结果必将如袁振国教授所说：“或许我
们得到了大海里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而失去的却是大海
下的整座冰山的主体。”

是呀，新课程背景下教学开放性大大增强，学生在课堂上质
疑、反驳、争论的机会大大增多。虽然我们课前对学情、学
法作了充分预测，但仍无法穷尽课堂上随时出现的变化，一
个个超出老师预设的新问题、新情况仍会不断呈现。看着学
生涨红的小脸，面对他们渴求的目光，作为教者，我们应该
耐心倾听课上的每一个声音，顺应学生的要求，及时捕捉稍
纵即逝的智慧火花，巧妙引导，点燃思维的火把，将意外转



化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教学契机，那么在这个激情与智慧综合
生成的课堂上，展现在学生面前的就将是一片广阔的天空。

这节课虽然没能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但我却得到了意想不
到的收获，这也可能是任何一位教者无法预设的内容。我应
该感谢我们班的“问题篓子”，正是他把同学们带进了一个
积极探索、激情争辩的世界，更是把同学们带进了一个追求
真知的境界！

凡卡教学反思篇七

《凡卡》这篇文章特别长，内容更是错综复杂，写信，回忆，
现实交织在一起。作者采用了对比、衬托、插叙的写法，使
课文的内容显得更加生动有趣。

课程结束后，我回顾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有许多的不满意，
和失望。在准备课程时，我设计了许多的环节和活动，想将
阅读课的教学变得丰富一些，但是由于自己的紧张和经验的
缺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计划好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
充分的展现。

首先，为了使学生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在教学中教者可以
注意穿插猜一猜、想一想、演一演、做一做等活动，用激励
性的语言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学习交流中用多种形式进行互
动，这样师生之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民主、和谐、融洽的关
系，形成愉快的气氛。而愉快和谐的课堂氛围可以有效地提
高教学质量。

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课文，所以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自
主阅读、合作探究的方法来学习。让学生在读和议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但是当时的课堂纪律没有调控好，所以效果
大打折扣。

在实施教学中因学生有些回答没达到预期效果，引导显得有



些过急，并因此挤掉了大量的自读体会、分角色朗读表演的
时间，而这又导致下面的深入理解没达到预期的精彩，我感
觉自己牵的过多，没放开手充分教给学生，今后应加强对课
堂和学生的调控能力。一节课下来，收效甚微。我感觉今后
在挖掘教材的深度广度上还要多下功夫，应时时注意把学生
的得放在备课、上课的首位。不能广而不精，深而不透的驾
空教材了，更不能刻意的去效法别人而丢失了自己，不能再
为了预先的设计程序而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了。

通过本课教学，我觉得自己在引导读上需下大功夫，真正把
语文课变成读书课，简化一些不必要的情境设置，每一步要
定准目标，直奔目标，抓语言文字来悟情理，而不是游离于
文本说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