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说教学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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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说教学反思篇一

第六单元试卷讲评课结束了，回顾反思整节课的教学情况，
做如下总结：

一、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因为有积分卡的激励，有小组的
竞争机制，还有游戏的设置，所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也都有表现的机会。

二、小组合作学习，提高了课堂效率，节约了时间，让四号
学生通过查，讲，问，听，改，解决疑难，牢记了知识点。

三、让优秀学生当小老师进行讲解，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训练了他们的演讲口才，提高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四、课堂容量稍大了，以至于课堂检测没进行完，留做了作
业。应该把阅读理解题放在下一个课时讲解。在卡片游戏之
后，进行课堂检测，突破本节课的重难点。因为课堂检测题
也是针对本节课句型转换这一难点设计的。

五、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有待提高。今后教学中要引导学生
好问，多问。

六、在卡片游戏之前，应该先把红色卡片上的三个重点内容
突出强调一遍，总结出方法再去游戏，这样效果会更好吧！



小说教学反思篇二

过去我们反对语文教学中过多的传授知识，但语文本身并非
不需要知识，恰恰相反，我们的许多教学目的，都需要知识
教学这个载体，以知识教学为渠道来实现。我们不需要陈旧
的知识，但我们迫切须要新知识。这新旧之别就在于，旧知
识是客观的陈述教学对象的特征。新知识是从学生出发，帮
助学生“阅读”的知识，帮助学生“实践”的知识。这样的
知识就是“管用”的知识。在小说教学中“叙事视角”知识
就是这样的知识，它教给学生如何阅读小说的知识。

在不断的反思中我有更深的体会。小说的教学要注意扎根语
言教学。从文体的特点考虑，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是形象塑
造的艺术，但它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根，叙事是干，
形象是果。有时候教师见了这种形象之“果”就忍不住要从
学生嘴里抢过来，自己津津有味的吃下去，结果小说课成了
老师人物形象的图解演说。小说教学要扎根语言教学就要
把“说”的机会，“说”的权力交给学生。小说的美是学生
自己品出来的，而不是教师讲出来的。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教
学特点，引导学生反复揣摩品味语言，让学生自己看到小说
情节的波澜，在语言的表达、交流中去构想鲜明的形象，体
验独特的情感。

还有就是把课堂交给学生。学习如同登高，给学生一根绳子，
让他们自己爬上去。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仅
仅是结果。教学中不光需要匠心独运的构思与设计，更要有
充满人文关怀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去阅读，去思考，去发
现。教师要带着欣赏的眼光有区别的去肯定他们的每一个发
现。真正体现对学生主体性及个体性的充分而真诚的尊重与
关怀。小说教学还要让学生读出他们的个性来。人们在现实
中是有很多无奈的，无奈之一就是人在现实中的活法不只是
一种。你选择了这种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千百种活法。小说则
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人体验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教师应该引导
学生进入精神享受的王国。因为文学是引领人走向真善美的



艺术形式。读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理想的小说
阅读境界大抵如此。

总之，在小说教学中我们不断反思，就会找到更好的教学方
法。

小说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县教研室来我校进行教学视导，我上了一节初三《统计
与概率》试卷讲评课,虽然这堂课内容不是很难，但是一堂课
下来，本人觉得我的课堂教学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课堂教学
效果不理想。

课堂时间分配不合理，重点题目在黑板上得到充分的展示。
巩固练习没能很好地处理。课堂小结流于形式。没有很好地
把握课堂教学的节奏。没能对知识、方法作进一步的归纳和
提炼，没能站到数学思想的高度认识所学内容。

通过教研室刘老师的点评，本在今后的试卷讲评课中将从以
下几方面努力：

1.很好地把握课堂教学的节奏，课堂上让学生们解决重点出
错的问题上。

2.注重前后知识的联系，对知识、方法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
结，提升，站到数学思想的高度认识所学内容。

3.及时引导学生总结解题中的有效方法，寻找适合学生的最
佳学习途径，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4.通过试卷讲评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考试习
惯。



小说教学反思篇四

在初三数学综合复习期间，我上了一节试卷讲评课，我讲评
的试题是20xx年吉林省学业水平考试题，通过这套题的讲评，
培养学生如下能力：

1.通过题型的分析了解数学来源于实际，用于实际的新课程
理念。

有部分学生因为审题不细和不能活学活用以至于出错，因此
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填空
题和选择题就是最好的例子，特别是容易出错的题，结合学
生实际想法讲解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2、采用生教生的教学环节锻炼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的数学
能力。

数学讲评不能因时间紧，因量大只顾教者讲，上成教师的一
言堂。数学讲评课应是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的群言堂。要给
表述自己思维过程的机会，增加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讨
论问题的时间。允许学生对试题“评价”做出“反评价”。
通过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得到相互启迪，使整个讲评过程学
生情绪亢奋，容易接受大量的有关知识及解题的信息，有助
于知识的掌握和发挥学生自主性。

在学生讲解时我结合学生的解题步骤进行考试要求和注意事
项，以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

存在不足：

1.题量大，讲评时间长，因此个别题讲解不够透彻，明了。

2.准备好的出错专项练习没能在课堂上及时训练强化，只好
留作课后作业。



3.学生的解题步骤和考试要求还需进一步强化，锻炼。今后
努力。

小说教学反思篇五

1、课前认真批卷，统计错误率，对学生普遍错误了解于胸。

2、学生自愿结合组成学习小组，成员应包括好、中、差各层
次学生，人数5—6人。

3、每节课给学生10—15分钟自主订正，以学习小组为单位，
通过学生间互助讨论完成部分试题订正，并要求学生分析错
误原因，教师也可进入各小组指导！

4、在小组订正基础上集体讲评，要求各小组上报未解决题目
重点讲评，也可讲讲教师认为应重点强调的内容和方法等。
要按序讲评错误率高的题目或是按知识点归类讲，也可结合
课前批卷情况请同学当“小先生”讲评错题，或说明错误原
因，检查小组学习效果。

5、试卷订正

6、平行性或延伸性习题再反馈

总之，试卷讲评课是学科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它是综合因素互动的特殊教学现象，涉及师生、生生、个体
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综合互动。试卷讲评课教学，应
充分发挥试卷讲评课教学的激励、诊断、强化、示范功能，
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体现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只
有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致
力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互动，才能
提高教学的实际功效，促进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评价与
提高，从而提高讲评的课堂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