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课堂实录评价用语 课堂实录第五
集心得体会(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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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一

《课堂实录》是一档面向教育领域的综艺节目，旨在探讨教
育问题并呈现各种教学场景。第五集的主题是“转变思维模
式，读懂孩子”，节目中邀请了教育专家和家长参与讨论，
分享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教育案例和经验。通过观看本期节目，
我深刻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正确的教育理念应
用到实际教学当中，下文中将详细论述我的感受和理解。

第二段：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节目中提到了许多的教育案例，让我们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
性。有一位家长分享了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验，他认
为在孩子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他们健康成长。而教育专家们也强调
了一个观念：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家长和老师共同
配合，共同协作。通过这些故事和思考，我意识到了教育的
意义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思维模式、
良好的人际交往和自理能力等。

第三段：正确的教育理念对实际教学的应用

在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思维模式会对实际教学产生积
极的影响。本期节目中的一位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她认为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只有兴趣才能最
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另一位学生家长从自身的
角度出发，提到了孩子的个体差异，学生有着各自不同的天
赋和优势，老师应该找到学生的优势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这启发了我，我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会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兴
趣和爱好，同时要认识到个体差异的存在，针对学生的差异
性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

第四段：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家庭教育在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伴侣和引导者。一位嘉宾提出了
“陪伴教育”的概念，即通过陪伴来传递更丰富的思想和经
验。这种教育方式不仅能够加强亲子之间的沟通，还能促进
孩子的情感发展。此外，许多学生由于家庭不和谐或缺少家
庭教育，导致他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遇到种种问题。因此，
加强家庭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五段：结论

本期节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教育问题，并分享了大量的实例
以及专家和家长的意见。通过观看本期节目，我不仅认识到
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学到了如何应用正确的教育理念去
实际教学当中。最后，在我看来，教育是一个良心工程，是
一个美好未来的重要基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的成
长和未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二

作文是一门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语言表达能力。尽管每个人
的写作能力有所不同，但通过参加作文培训课程，我们可以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曾参加过一节作文培训课堂实录，
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收获和体会。



首先，在作文培训课堂中，老师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
指导。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作文的基本要素，如引言、主
体和结论。她强调了引言的重要性，鼓励我们用有趣的引子
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同时，老师还教授了一些常用的写作
技巧，例如利用比喻、对比和举例等手法来增加文章的表现
力。她还提醒我们要注重结构的合理性，确保文章的逻辑清
晰和层次分明。

其次，在课堂中，我学到了如何进行批判性思维。老师通过
给我们展示一篇精心挑选的文章，引导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审
视和分析文中的观点。她鼓励我们对作者的论证进行质疑，
并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方式不仅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含义，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写作过
程中更加深入地思考和分析问题。

另外，作文培训课堂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写作并接受反馈。老
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完成一些写作练习，并在课后给予详细的
评价和反馈。她不仅指出了我们文章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
还给予了我们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使我能够不断
地改进我的写作技巧，并提高我的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我意识到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努力和
实践。

此外，作文培训课堂还增加了我的写作自信心。在课堂上，
老师给了我们很多赞美和鼓励，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我们进步
的期望。这让我相信自己的写作能力，并更加积极地面对写
作的挑战。作文培训课堂的实录，让我明白了只有自信才能
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

综上所述，作文培训课堂实录给了我很多收获和体会。通过
系统的讲解和指导，我学到了很多写作技巧。批判性思维的
培养使我能够更好地分析和理解文章。写作练习和反馈让我
不断改进自己的写作能力。最重要的是，作文培训课堂增强
了我的写作自信心。我相信，通过不断地参加作文培训课程，



我们的写作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三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请大家伸出右手，
和吕教师一起写课题（师板书课题，边写边讲解写法，学生
书空）

师：“雪”字要注意四点的方向是一样的。

齐读课题。

师：敢于把课文读给大家听吗？哪些同学愿意读第一段，第
二段？第三段？……

（生轮读课文）

师：评委们来说说。

生：我觉得xx读得很好，不过有一个字读得不够正确。

师：那你帮帮他（帮读）

师：这位评委很好，能先表扬他的优点，再指出不够的地方。

生：xx读漏了一个字。

师：你听得真仔细，看来，你们在家认真预习了，真好。

师：我们来读读生字词语吧。

（出示词：商店橱窗……）

（生齐读词语）



师：刚才，11位同学都读得很好，吕老师也想给大家读读这
篇课文，大家边听边认真思考，哪些地方还不太明白。

（师配乐范读）

师：小朋友都听得入神了，吕老师看出你们在思考，有什么
不明白的地方？

生：我不知道“升起”是什么意思？

生：我不知道什么叫“童年”？

生：什么叫“银装”？

生：什么是“情景”？

生：台湾和北京是很远的，课文为什么说不太远？（生指地
图）

师：你怎么知道？

生：我家有地图，所以我知道。

师：你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生：什么叫“橱窗”？

师：课文里的橱窗指什么？就是商店里沿街面展示商品的玻
璃柜子。

生：北京小朋友盼着他们来玩什么意思？

生：就是北京小朋友很希望他们来北京玩。

师：盼着就是希望的意思。



师：下面我们就带着问题去学课文。春节，台湾的小朋友在
橱窗里见到了谁呢？

生读课文：在我国台湾省，是很难看到雪的。在过春节的的
时候，孩子们在橱窗看到了美丽的雪景，那是用棉花做成的。

（一生提意见：他读得有感情，但是读得太慢，轻声读成了
重声）

师：台湾是什么地方？

生：是中国的一个省。

（认读“省”字）

指名再读课文。

师：他丢了一个字，听出来了吗？

（生再读）

师：台湾小朋友只能在橱窗的看棉花，那他们跟老师说了什
么话？我们看课文。

（指名几位同学分角色读课文，其他同学继续当评委）

生：他们读得很好。

生：他们读得快了些。

生：秋生同学当老师读错了几个字。

师：他有点紧张。他们对什么感到惊奇？（出示句子：孩子
们问老师：您看见过真的雪吗？老师微笑着点点头。“您是
在哪儿见过的？”孩子们惊奇地问。）



生：孩子们对雪惊奇。

生：他们不是对雪惊奇，而是很难看到雪，北京能看到雪。

师：你们能不能把这种惊奇的语气读出来？

生自由练读，再指名读。

师：老师在哪儿见过雪呢？

师：老师看着地图，不禁引起了思乡之情，谁来读出他的思
乡之情。

指名读课文

师：你还真有点像老师。

想读的站起来读。（生读课文）

师：接下来我们还是分角色来读（分工朗读）（老师接着就
娓娓动听地给同学讲起了玩雪的情景。）出示雪景图片，师
朗读课文。

生：我想堆雪人。

生：我想打雪仗。

师：能不能把你的感情用朗读表现出来，谁来读第9段。

（指名读第9段）

师：你看，这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多么像雪毯（出示图
片）。

师：什么叫银装？



生：雪下下来，落在树上，铺在地上，就像给它穿上一件白
色的衣服，雪闪着光，所以“银”字用金字旁。（指名读句
子）

教师引读。

师：想读的同学都站起来读第9段。

（生读）

师：你们是不是希望现在就落下雪来呀，台湾小朋友也和你
们一样，你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也一起来争着说说
看。（争着问）

师：那里的小朋友也盼着你们去那儿看雪呢。

师：出示识字三：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

（打，指，接，做做动作）

师：那“接”字怎么写呢？

师边写边讲解

写字：写字前我们先做一个小气功：身正，胸直，臂开，足
弯，

描一个写一个。（生写字，轻音乐起）

师：这堂课，同学们学得很认真。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四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屈原的《离骚》。屈原是战国
时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本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曾为楚国的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死后，他两度
被放逐，无可奈何之中，自投汨罗江而死。代表作品有《离
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
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
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请大家反复
朗读课文。

(学生纷纷朗读)

师：刚才朗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诗人流露的独特情怀
呢?

生：其实，没学这首诗也能了解屈原的情怀啊，谁不知道屈
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呢?

师：这首诗情感的起伏，你能体会到吗?

生：好像没感觉。

师：同学们希望老师怎样去教这篇课文呢?学习这篇课文，你
们希望得到些什么?

生：我觉得老师最好不要自己或者让我们翻译诗中的句子，
因为很难翻，又有方言词，翻译后肯定诗歌的味道就没了，
听起来也会很累、很枯燥。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不翻译，这
首诗我们很难看懂，而且在积累文言词语方面也会有损失，
会学得很心虚。我希望老师能有点新方法。

师：那好，我们就把学习重点放在了解屈原的独特情怀上。
因为诗歌字面意思较难理解，所以我们让这首诗尽量变得短
些，这样就可以少一点要翻译的字词。请同学们尝试一下，
看能否对文中的诗句进行压缩，留下你觉得足以说清作者意



图的话。

(学生埋头动笔，然后讨论了一段时间。)

生：我来改改前面几句。我将这些句子压缩，成了“高阳苗
裔，皇考伯庸。摄提孟陬，庚寅吾降。皇览余度，锡余嘉名。
名余正则，字余灵均。”

(学生鼓掌)

师：大家鼓掌是因为他改得不错吧?那么请问他的改动有什么
特点?

生：诗歌更简练了，每个句子都只有四个字，那么整齐，比
原文更有节奏感了。

师：照你这么说，修改后的诗歌成了四言诗，比原文更好了，
是吗?

生：好像不能这么说。

师：请果断些，到底是修改后的好，还是原诗好?我们评价一
篇作品有哪些标准?

生：应该以主题的需要、表情达意的效果为标准吧。

师：很好!那么四言诗的形式跟原诗形式相比，到底有什么区
别?大家自己读读看。

(学生七嘴八舌地读了起来)

生：四言诗比原诗更整齐，更有节奏感了，但是读起来比原
诗要快，显得比较急促。

生：“兮”字是楚地方言的体现。



师：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原诗中的那些虚词、语气词，比
如“之”“兮”等随意省略掉?

生：不能。

师：好。但我还是要表扬刚才那位同学，他的提炼不是一般
人能做到的，至少帮助我们把诗歌的主要信息了解得更清楚
了。

(很多学生点头)

师：如果我们冲着紧缩以求简练的目的去改动诗歌，是否只
能改成四言诗?能否再简单些?

生：我来试试，还是改刚才那八句，可以改成“帝裔，考庸。
摄提孟陬庚寅降。皇览余度，锡嘉名。名余正则，字余灵均。
”

(有学生笑了起来)

师：这位同学，你为什么笑?请站起来说说。

生：他把诗的意思保留下来了，但是读起来真难听。

生(七嘴八舌)：是的。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五

师：读完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生1：老师，我通过读课文知道了青蛙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生2：老师，我通过读课文知道了青蛙坐在井里。

生3：老师，我通过读课文知道了这一课讲的是青蛙和小鸟在



争天的大小。

……

生：小鸟落在井沿上找水喝，所以就和青蛙遇上了。

师：我不明白了，“井沿”在哪儿呀?谁来给我指一指?(课件
显示一口井的画面)

(学生上前指井沿)

师：哦!原来这就是井沿呀!你真有见识!(出示小鸟图片)谁来
帮帮小鸟，让它落在井沿上。

(学生在黑板上贴上小鸟的图片)

师：哟!小青蛙有朋友来了，我们学着小青蛙的样子和小鸟打
打招呼吧!

生1：小鸟你好。

生2：小鸟，见到你真高兴!

生3：小鸟，你从哪儿来呀?

师：我听出来了，你是在问小鸟对吧!问得多好呀!我们学着
他的语气一起来问问小鸟吧!(课件显示课文第二自然段的句
子)

(生齐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师：小鸟快回答它吧!谁愿意当这只小鸟?(课件显示课文第三
自然段中小鸟说的话)

(生站起来读第三自然段)



师：哦!小鸟飞了一百多里，多远呀!

师：你们觉得青蛙相信了小鸟的话了吗?请大家自由地读读课
文的第四到第六自然段，用心地去体会体会吧!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第四到第六自然段)

师：青蛙相信了小鸟的话了吗?你怎么知道的?

生：青蛙没有相信小鸟的话，因为青蛙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而小鸟说它飞了一百多里。(师随机板书：天只有井口那么
大)

师：是的，青蛙认为小鸟说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青
蛙说小鸟是在说大话。

(课件出示第四段中青蛙说的话)

师：大家能不能试一试、读一读，让你的同桌从你的读书声
中听出不相信的语气来。(学生自由练读)

师：谁来读给大家听?

(生1站起来读)

师：我听得出来，青蛙是不相信小鸟。老师想跟你比一比，
欢迎吗?

生1：可以。

师：老师这回可找到对手了。大家当评委，请听——(示范读
了这一节)

生1：老师读得很有感情，又大声。



生2：从老师读的声音中，我听出了青蛙不相信小鸟的语气。

师：那你们想不想跟老师比一比呀?

生：想!

师：好啊!

(生齐读这一节)

师：小鸟看到的天空也是这样的吗?

生：不是，小鸟看到的天空很大很大。

师：孩子们，让我们也插上小鸟的翅膀，一起在天空中自由
飞翔吧!(课件显示关于天无边无际的配音画面)

师：你刚才看见的天空是怎样的?

生1：天多大呀!

生2：天很美丽，也很宽广。

师：是呀，天很大很大就可以说天无边无际。(教师随机板书：
天无边无际)

师：谁能带着这种感觉来读读小鸟说的这句话?(课件显示第
五自然段中小鸟说的话)

生1：站起来读这句话。

师：小评委们说说他读得怎么样?

生：我觉得他读得声音很大，也读出了天很大的语气，但我
觉得还不够，应该读出天很大很大的语气来。



师：那你能给大家读读吗?

生：可以。(学生读)

师：谢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朗读!同学们，我们一起来
读一读，相信大家都会读得很好。

(师生一起朗读了这一节)

师：小青蛙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是有它的理由的。快说说吧!

生：读第六段中青蛙说的话。

师：如果你就是那只小青蛙，你心里会怎么想?

生：我天天坐在井里看着天，我怎么会弄错呢?一定是小鸟弄
错了。

师：你很相信自己是吗?

生：是的。

师：让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心情读读青蛙的这句话吧!(课件
显示相关句子，学生齐读)

(课件出示用“……一……就……”说话的内容)

师：青蛙一抬头就看见天，你们也能用“……一……
就……”说话吗?

生1：我一起床就去跑步。

师：谁愿意演给大家看?

(学生戴上头饰上台表演，最后的情景是小青蛙跳出了井口)



师：他们演得怎么样?

生1：我觉得他们演得很好，有表情，也做了动作。

生2：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很大方，说话的声音也很大。

……

师：我也觉得你们演得很精彩，谢谢你们。

师：是啊!外面的世界既丰富又精彩，我们要像那只飞翔在无
边无际的天空中的小鸟一样，飞得高，看得远;也要像那只跳
出井口的青蛙一样，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知错就改!孩子们，
张开你们的翅膀，飞向外面的世界吧!希望你们能在外面的世
界里寻求到更多更广的知识!(学生作飞翔状，轻快地出了教
室)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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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实录评价用语篇六

近期，我参加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作文想象课堂，现在，我想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这堂课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主持，
他以多种富有想象力的教学方法让我们体验了作文创作的乐
趣，激发了我们大胆构思、勇于表达的能力，使我对作文写
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课堂上，老师首先带我们阅读了一篇文学作品，激发我们
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然后，他鼓励我们利用想象力，
运用生动的语言描绘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以丰富作文的内容。
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我们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激发了我们的文学创造力，让我们对于作文写作有了更
大的兴趣。

接下来，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精美的插图，并要求我们根
据插图展开想象，快速构思几个情节和人物。这样的教学方
法不仅让我们在短时间内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还锻炼了我们
快速思考和构思的能力。同时，老师指导我们利用具体的细
节和形象的描写，加强作文的可读性和可视性，使读者能够
感受到我们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接着，老师让我们进行自由写作。我们可以在老师给出的话
题范围内，自由发挥，展示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样的
写作方式不仅让我们充分发挥了想象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
写作实践技巧，提高了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通过实际动手
写作，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作文写作的乐趣和挑战，并通过老
师的点评和修改指导，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最后，老师让我们进行作文交流和评议。每个人都有机会分
享自己的作文，并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意见。这样的交流与讨
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
度审视自己的作文，发现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这种互动的
过程不仅促进了我们相互之间的学习和成长，还加深了我们



对于作文写作的理解和思考。

通过这堂作文想象课堂的学习，我深刻感受到了想象力的重
要性，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力可以让作文更加鲜活和生动，
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兴趣。同时，我也认识到了写作实践
的重要性，通过不断动手实践，才能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总之，作文想象课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和表
达能力的舞台，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激发
了我们对于作文写作的兴趣和热爱。在这样的课堂中，我们
不仅学到了知识，提高了技能，还培养了自信和勇气。通过
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相信我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创
作出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示我的才华和梦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