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 亲爱的爸爸
妈妈教育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篇一

本堂不足是：学生的感情得到了酝酿，探讨课文的积极性却
没有完全被激发，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用小标题的形式
概括四小节的内容都没有很好地完成，只有两个同学举手把
自己的概括展示出来，而其中一位同学还是从参考书上窃取
的结果。

是什么原因遏制了学生展示自我的欲望？仔细分析，我觉得
原因有三：1、课文较长，可我为了完成预设的任务，给学生
思考的时间太少，而且过高的估计了学生综合概括的能力；2、
上期对这样的问题我是允许他们看参考书的，可这个学期我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感悟能力，课堂上我有了新的规定——
禁用参考书，这样一来，部分依赖性强的同学，就像刚会走
路的小孩，突然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对象而显得六神无主，无
从下手。

学生的热情没有激发，就不可能有与文本，与教师，与作者
发自内心的真诚对话，也就很难有触及学生灵魂的高层次的
感悟！

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篇二

《亲爱的爸爸妈妈》是八年级语文第一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这个单元的文章都是与战争有关的。本文是美籍华裔女作家



聂华苓写的一篇揭露法西斯残酷暴行的文章。作者通过人们
悼念在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遇难者的活动，再现了那一段残
酷的历史，表现了塞尔维亚人在面对屠杀时所表现出来的整
个民族的英勇，从而告诉人们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争了。

为了让学生们能更好的把握课文内容，理解文章主旨，我在
课前给孩子们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然后让孩子们带
着对这段历史的真切认识去阅读课文，认真思考作者写这篇
文章的目的何在？因为有对课文中所介绍的那段历史的认识，
很多学生都能说出文章的主旨就是世界不要再有战争了。

在这一课中我通过介绍历史让学生更轻松的理解了课文内容，
弄清了文章的主旨，同时也让孩子们对历史、战争、和平有
了更深的认识，达成了单元目标要求。

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的教学结束之后，我为没有用第一个教案去上课感
到庆幸。每篇课文能够教给学生的东西都很多，把这些都设
计到教案里去，让学生掌握，这是老师所希望的。但在实际
教学中，面面俱到的讲授，反而是低效的教学。因为这样的
出发点必然会导致提问过多、过碎，提问过多、过碎的弊端
有：“步步为营”的提问成为牵引着学生向“设计”靠近的
阶梯;“提问群”成为帮助教师滔滔讲析的桥梁;“碎问碎
答”成为桎梏学生创造思维的网络。因此很多情况下，教师
投入在语文阅读教学的备课时间非常多，准备得很充分，课
堂上也很热闹，但效果如何呢?由于教师的那些提问是较琐碎
的、肤浅的，设计的问题过于零碎，不便于学生把握阅读要
领，不能对文章提纲挈领。这种“多问题”式的设计方法，
使学生的思维缺乏连贯性，而且是在教师的提问之下被动学
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抑制，最终还是不利于学
生提高语文学习的兴趣，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
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学生
才是教学的主体，每个学生都应拥有学习和发展的自由。因
此，教师必须把阅读的自由、学习的快乐还给学生，让学生
有充分的时间和文本对话，去自主探索，真正实现与作者、
与文本的对话。

余映潮老师首先提出了“主问题”式的语文阅读教学的问题
设计新理念。什么是“主问题”呢?“主问题”是相对于课堂
上随意的连问、简单的追问和习惯性的碎问而言的。它指的
是课文研读教学中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的提问或问
题。如此看来，对“主问题”的设计，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对
课堂提问的设计，用尽可能少的关键性的提问或问题，引发
学生对课文内容更集中更深入的阅读思考和讨论。用“主问
题”来形成课堂教学步骤，往往表现出一种“线索”之美，
表现出“妙在这一问”的新颖创意。

对于《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样的需要一课时完成的，篇幅又
较长的课文，“主问题”的设计尤为重要。如果仅仅按照作
者的写作顺序，读一部分提一个问题，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那课文结束之时，学生很可能对课文的重点茫然无知，这样
的教学是无意义的。所以教师在备课时不久要全面理解课文，
更要把握课文的重点，以此作为自己教学的重点，精心设计
主问题，带领、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在教学《亲爱的
爸爸妈妈》时，我主要是从文章的主题思想的角度设计主问
题，不同的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主问题，比如：可从
文章的结构角度设计主问题;可从语言品析的角度设计主问题
等等。

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篇四

同时，这又是一篇适宜彰显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好文章，它所
体现的对历史的.牢记与反思无疑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有
很好的影响，所以，在课堂的延展阶段我逐步把学生的关注
点推出课文，推向了当代世界，把从文中获得的感受与自己



平日积累的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结合起来，大胆阐发自己的
观点，使其在课堂上收获到胸怀天下的感觉，树立起和平至
上的正确观念。从课堂实际收效来看，学生们情绪激昂，发
言热烈，甚至让我这个课堂上的老师也深受感染。

我爱爸爸妈妈教学反思篇五

1、课文通过四个部分来记述纪念活动的四个片断：来到纪念
地；看纪念演出；参加座谈会；参观纪念馆。按照以上四个
部分，依次阅读课文，来理解全文回顾历史，面向现实，呼
唤和平的强烈愿望。

2、自己动手搜集一些有关战争的图片和资料，并结合你的理
解数数自己的感受。

3、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搜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出一
期简报。

4、文中对那位日本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结合新闻和报纸
的相关报道，了解现在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情况，并发表你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