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讲评心得体会 讲评教学设计方案
(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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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学讲评心得体会篇一

1、通过这次作文讲评，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好作文的标准是什
么，并会运用标准对照衡量自己的作文和他人的作文。

2、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修改作文的重要性。

3、通过讲评，使学生明确话题作文的主要特点，避免话题作
文容易犯的毛病。同时学习怎样使文章更深刻，有文采。

4、通过开展语文活动，在比较讨论中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
思维。

1、会运用标准对照衡量自己的作文和他人的作文。

2、在比较讨论中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思维。

1、运用修改作文的具体方法修改自己的习作，评议他人的作
文。

2、话题的切题和激活学生的思维，巩固训练效果。

一、导入课题



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作文讲评课。上次我们写的话题作文《成
长的烦恼》习作，老师批阅下来，可谓良莠不齐。老师从大
家的习作中选出五篇。我们以这五篇作文为例，请大家做好
讨论评议准备。

回顾上次作文题目及要求：

二、复习回顾

1、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学生结合自己的认识谈看法，教师
适时幻灯演示“好作文的标准”：

浓郁的生活气息,细腻的生活感受；

真实的生活经历,独到的生活感悟；

深厚的阅读积累，丰富的阅读想象。

三、讲评小结

1、快乐的一面：本次作文，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家不妨课
后读读他们习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另外，有的同学
题目（立意）拟得好，也给予表扬。

2、郁闷的问题：

（1）复制话题

《成长的烦恼》属典型的复制话题。该文只在材料堆中徘徊，
没有创造，只有复制，犹如一篇扩写。

提示：试题给的是话题，要求围绕话题“做文章”。话题作
文要引发新的议论、展开新的联想、讲述新的故事、抒发新
的感情。



（2）偏离话题

《我的烦恼》-有的同学，开头是对烦恼的排比书写，接下来
却写了烦恼事情给人带来的影响，没有叙述烦恼的事情。文
章非常空洞。

3、综合以上习作的对比分析，让学生谈谈自己在这次作文中
的成绩和存在问题。

4、结束语：

老师眼中的好作文：

精美的文章语言，精要的文章结尾；精彩的文章标题，精妙
的文章构思；精巧的文章角度，精当的材料处理。

学讲评心得体会篇二

1、抓住家乡的一处景物的进行描写，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
写出景物的特点,并展开丰富的想象.

2、使学生如何通过细致的观察，采用多种修辞方法丰富的内
容。

3、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

按照一定顺序，表现景物的特点。

学生习作两篇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回顾一下本单元习作是要写什么？

2、我们本次习作有哪些要求：



（1）按一定的顺序写

（2）写出景物的特点

（3）展开丰富的想象

（4）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

二、出示范文（一）

小组内交流，汇报

2、看一看这篇是按照本单元写作要求来写的吗？师随时归纳
总结（完善板书）：

（1）上学期已经学过运用时间推移（春夏秋冬），本范文是
按什么顺序去写的？

（2）本文“我看见船头像刀一样把江面劈开，最后它像一团
火焰似的跑出了我的眼界。” “我突然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诗：
一道残阳扑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采用多种修辞方法来
进行描写，使更加生动。

（3）想象---抒发感情

三、还有一篇，想看吗？

师总结：通过刚才的欣赏，同学们已经很准确的将分析得有
条有理，也知道了写景习作的思路，老师看到了你们的进步，
为你们感到高兴！

四、其实你们也有一些好词佳句，老师已经圈出来了，谁愿
意读给大家听？其他同学要认真倾听，看看有没有值得你可
借鉴的地方！



五、现在同学们看看自己的，首先观察你的是写景的吗？四
人小组讨论，看一看谁的能够按照习作要求很快地进行修改，
成为一篇更加优秀的。（互评）小组汇报。

六、展示学生作品，交代习作修改前后的变化所在，及修改
原因！

七、教师总结：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学讲评心得体会篇三

1、学生能够在记叙文写作中正确运用语言、动作、心理、景
物四种描写方法，生动形象地诠释母爱。

2、学习从平凡的生活中体验真情，感悟母爱，培养学生感恩
图报的品质。

本次以“母爱”为主题的作文最大的不足就是人物形象不鲜
活，语言干瘪，无法体现厚重的母爱。所以这节作文讲评课
的重难点就是教学生在记叙中融入描写，具体介绍四种描写
方法，即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景物描写。让学
生在鉴赏同学作文中的生动描写，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
力，使自己的文章也能洋溢着浓浓的母爱。

三讲、二点、一步.

（一）导入

普天下最平凡的是母亲，从来没有一种文字能写尽母亲的爱，
而母亲给予子女的爱，却如无痕的岁月，贯穿着我们生命的
全部。母爱的方式有千万种，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个微笑、
一个眼神、一个点头????这些对于母亲习以为常的事情，只
要我们一咀嚼，就能品尝到母爱的味道，她是如此的柔软，
震撼着我们的心扉。上个礼拜，我们也写了一篇关于母爱的



材料作文，这节课，我们就走进自己的作品，去品尝母爱的
香甜。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二）优点展示

1、学生自评、互评。提示：只要是你认为写得好的方面，比
如：好词好句、结构严谨、题目新颖、事例典型、感情真挚
等等，你都可以畅所欲言。

2、老师总结：这次作文我们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充实、中心明确。

二、叙事流畅、结构完整。

三、标题新颖、扣题较紧。

（三）佳作亮相

1、小作者自我点评。

2、学生点评。

3、老师总结：

(1)、刘遂怡的《在爱中，领悟爱》文章拟了三个小标题“星
期五回家喽”“星期六打篮球”“星期日回学校”，分别写
了母女携手炒爱之肴、母女合作打篮球、母亲为我准备寄宿
衣物三件事，材料典型，详略得当，紧扣“母爱”主题。而
且灵活运用了动作、语言、景物等描写方法，生动形象地为
读者刻画了一个注重与子女交流沟通的时尚型母亲。

(2)、刘姿的《母亲哟，母亲》也采用了小标题形式，本文的
母爱是独特的，小作者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母亲坚决
让“我”洗衣服，第二件事是母亲教我做饭菜。从她记叙的



两件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母亲为培养我的独立精神所
付出的努力。作品中的母亲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严厉的
斥责，有的只是朴实的坚守自己的原则，放手让女儿做她力
所能及的事。她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朴实型母亲。
另外，第一件事例当中小作者的心理描写比较成功，写出了
自己欲罢不能，欲哭无泪的委屈。

(3)、余扶商的《开在心灵深处的花朵》文章语言很优美，特
别是景物描写很突出，不仅渲染了气氛，而且烘托了人物或
难过或高兴的心理。从头至尾，妈妈的话很少，有的只是妈
妈为我不停地忙碌，所以，整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浓
浓的母爱。让读者在钦佩的同时又有些羡慕，羡慕她有这样
一个任劳任怨的贤惠的母亲。

三篇文章，都在记叙中灵活运用多种描写方法，语言很优美。

三篇文章，刻画了三位不同类型的母亲，但都表达了一个共
同的主题：母爱，这种爱或民主、或朴实、或温馨，或乐观、
或执着，但无疑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让我们为这三位可亲
可敬的妈妈鼓掌，让我们为普天下所有的妈妈鼓掌。

可是，我们也有一部分同学就纳闷，我和她们写得事情也差
不多，为什么就写不出这么丰满的人物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们这次作文最大的不足就是：语言干瘪，人物没有生命感，
无法体现厚重的母爱。我们大部分同学是运用了语言描写，
可是老师想要问你的是：你的语言能反映人物的心声，表现
人物的个性和情感吗？还有动作描写，我们很多同学也只是
写出了人物在做什么，而没有写出他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
做？还有心理描写一样要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情波澜。

那么怎么让自己的描写生动呢？老师教大家三个比较容易接
受的方法：

（1）、添枝加叶法—就是给记叙性的句子恰当增加一些修饰



性的附加成分，使其更加生动、形象。

（2）、对心理“精雕细刻”法—即通过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
活动，使描写更生动、形象。

（3）、妙用修辞法—即巧妙借助修辞，使描写生动形象，给
人美感。

掌握了这三种方法后，我们一起看两个片段，请你说说这两
个片段写得好吗？为什么？

(四)出谋划策：

1、幻灯片展示两个片段。

2、学生当老师找出片段的不足之处。

3、老师指导之后，学生试着修改。

(五)总结：

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鲜活起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
要我们勤练笔，将这些方法灵活运用，就一定能把人物写得
栩栩如生，就一定能使我们的文章精彩亮丽。

(六）作业布置：

情境描写：

今天上午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作文讲评课。

请你用语言、动作、心理、景物等描写方法完成后面的片段，
不少于400字。



学讲评心得体会篇四

【

1、通过作文讲评，学会抓住人物的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
格。

2、针对习作要求，评讲优秀习作及片段，感受成功的喜悦。

3、培养学生养成仔细观察的习惯。

【

学会抓住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

【

上次作文要求大家选择一、二个典型的事例，用人物的肖像、
动作来表现你熟悉的一个人的性格。值得高兴的是，这次相
当多的同学的作文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要求。其中不少同学的
作文还写得不错。同学们请看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请佳作的主人来朗读习作，其他同学边看边听，并且作好笔
记，看看文章好在那里？（用好作文的标准来衡量）

当然佳作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每个同学的作文中或多或少都
有一些精彩之笔。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同学作文中的精
彩片段。

请10位同学朗读自己文中的精彩片段（教师已在作业本上勾
画出来）并选择一些打在电脑上（重点是有关肖像和动作的）

学生评议，教师小结：用肖像、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必须
注意描写要准确，只有写准确了，人物才真实；要抓住人物



外貌或动作与众不同的特征，集中笔墨进行描写，这样人物
才鲜明；更重要的是还要选择那些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思想品
质、精神风貌、个性特征的的外貌和动作予以重点描写，使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另外还得注意顺序和角度。

当然用肖像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要学会抓住特征，这就要求
我们要仔细观察，观察得仔细才能写得深刻。但要注意也不
必面面俱到，开篇就写，它可以在叙述人物的事迹中，也可
以伴随在人物的语言动作等的描写中。（可结合佳作）

在班上指定一个同学，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写出他的外貌或
动作。

学讲评心得体会篇五

1、使学生通过作文讲评，学会选取典型事例，来表现熟悉的
人的某方面品质，作文讲评教案。

2、学会运用修改符号来修改作文的方法，能对他人的作文进
行正确的点评

：学习作文点评的方法。

：学习围绕要求进行作文点评。

（一）、复习：

1、导言：古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感叹过：“旧句时时改，无
妨说性情”而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也曾说过：“捻断数
茎须，才得春风又绿江南岸”好的文章词句，是经过作者的
千锤百炼无数次修改才得来的。上节课我们练习了一篇材料
作文《这节课就让我们来进行讲评。

2、复习作文要求：



（1）指名说出本次作文要求：这有一天，一只蚌跟另一只蚌
说：‘我身体里边有个极大的痛苦，它是沉重的，圆圆的，
我遭难了。’另一只蚌满怀着骄傲自满的情绪答道：‘赞美
上天也赞美大海，我身体里边毫无痛苦，我里里外外都很健
全。’时有一只螃蟹经过，听到了两只蚌的谈话，它对那只
里里外外都很健康的蚌说：‘是的，你是健全的，然而，你
的邻居所承受的痛苦，乃是一颗异常美丽的珍珠。

（ 2）提问：这次作文向我们提了几点要求，那一点最重要？

（三）：作文总评；

（1）想象力丰富

同学们采取了编故事、续写等多种形式，把材料扩展开，为
我们讲述了两只不同遭遇的蚌不同的结局；也有的同学把材
料中的故事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故事，通过故事中两个人物
的不同命运为我们阐述了一个“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的道理。

（2）语言流畅、论证严密

有些同学在行文过程中的语言是十分出色的。比如一些记叙
类的文章，在挖掘人物心理方面就表现得很成熟，语言很细
腻。能够把“珍珠蚌”承受痛苦的复杂心理和“健康蚌”的
骄傲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一些议论类的文章，有些同学
不仅选取的论据十分贴切，而且论证的语言也十分具有说服
力，甚至有的同学还能够在议论文中渗透进一些文学色彩比
较浓厚的语言，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构思精巧，能独辟蹊径

我们在构思一篇文章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么几个环节：



a、本次习作是给材料作文，一定先要仔细分析材料，得出一
个正确的中心论点。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步骤。如果这个
环节出现失误，后面的一切努力均会徒劳无功。

b、 要选取一个好的题目。记叙类的文章应当尽量新颖一些，
让读者还没有读文章的正文就对你的文章产生浓厚的兴趣；
议论类的文章应当以论点为宜，这样的题目会更直观，让读
者一目了然。题目是一篇好文章的“脸面”，马虎不得。

c 、 记叙类的文章在组织材料时，应做到“泼墨如水，惜墨如
金”。要注意情节的紧凑和描写的细腻，否则，就会成
为“懒婆娘的裹脚布”了；议论类的文章在组织材料时，一
定要做到论据的准确和贴切，否则，文章就会缺乏说服力。

d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构思自己的文章时，也要有
意识地考虑一下别人可能会怎么写，也就是说，我们在构思
自己文章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大众化，要有属于自己特色
的东西，要能做到“独辟蹊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求
异”。这样的文章，往往会比较容易拿到一个高分。比如，
在这次的作文中，就有一些同学大胆想象，写到了“珍珠
蚌”得知真相后的骄傲，最终落得了一个可悲的下场，
而“健康蚌”得知真相后，大受教育，经过自己苦难的磨砺，
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像这样的文章，就是做到了“独
辟蹊径”，读后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