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华南虎教学反思(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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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华南虎教学反思篇一

《华南虎》一诗作于１９７３年６月，正是“十年动乱”期
间。诗人牛汉正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文革”
中，被关入“牛棚”，从事强制性劳动）。一次，他去桂林，
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
这只老虎的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回到干校后，他
就写下了这首《华南虎》。诗人以华南虎作为象征，表现的
是自己在困境中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我设计了如下的教学流程：

１、依据自己的理解朗读诗歌。目的是想借教师有感情的朗
读渲染课堂学习的气氛，调动学生的感情。在一种对自由的
渴望和为自由而抗争的气氛中进入诗歌的学习。

２、学生朗读诗歌。这是确保学生对诗歌内容把握的关键所
在，所以，我安排了四遍朗读。第一遍是自由朗读，第二遍
小组确定展示形式并试着合作朗读一遍，第三、四遍是小组
展示朗读成果。

３、说出读完课文后卧在你面前的是一只怎样的华南虎。意
在让学生通过对

华南虎形象的分析进一步理解华南虎那不羁的灵魂，进而把
握文章的象征意义。



４、品析文章语言，读出作者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５、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发现能力、
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６、谈一谈自己的收获。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可一堂课下来，却有很多
不尽人意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一节极为失败的课。静心思考，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流程设计还有欠缺。如在第二环节中，我可以安排两
遍读，第一遍自由读，第二遍小组读，并在读之前下达读的
要求：说出卧在你面前的是一只怎样的华南虎。这样一来会
节约课堂时间，提高效率。

第三、忽视了教材与学生的整合。因怕出笑话，所以对教材
格外用功钻研，把备课的重心放在了对教材的把握上。可教
材钻得越深，越感觉学生把握会不到位，设计的课堂环节就
变成了自己的爱好，连课堂的组织语言也“浅入深出”。于
是便出现了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的局面。
如此以来，课堂哪还能活起来？不死就是烧高香了。

第四、任务下达不够明确。如在准备与交流华南虎形象时，
很简单的问题却用去了很长时间。我想，要是把这个问题融
到学生的朗读这一环节中，在读的过程中带上点小问题，这
样就使朗读变得有层次了，且会节约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效
率，增大课堂容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如为小
组合作而让小组合作，为评优而作秀等等。不过这节课让我
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不足，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努力，使自己的课堂日益成熟！



华南虎教学反思篇二

《华南虎》是我参加“武安市第四届初中名师评选”活动时，
被要求必须准备的课题借着这一机会，我再次将我正在研究
的个人小课题《初中语文新授课创设情境的导入方式研究》
运用到了其中，名师虽未选上，但却为我课题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资源。

面对别校别班完全不认识的一群孩子们，我斟酌再三不再像
往常一样仅仅只用图片来导入新课，而是让孩子们看着这些
老虎的图片说一说有关老虎的成语和歇后语，这不仅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检查他们的知识储备、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而且从他们的回答中我可以很迅速地判断孩子们的.优劣和性
格，使我后面的教学更有把握。

从孩子们上课伊始的表现，可以看出我的小策略很是成功，
孩子们情绪高涨，都积极地举手回答问题，当我告诉他们：
历来被人们称为“兽中之王”高贵威武的老虎，在诗人牛汉
的笔下却不是这样的。孩子们安静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想要
探究它不一样的内心世界，顺利将学生带进了文本。

华南虎教学反思篇三

无可否认当前在使用新教材进行诗歌教学的时候，较多地存
在着重理性分析，轻感觉审美的倾向。诗歌教学都似乎忙着
搜寻诗歌里的哲理意义、象征意义，没有哲理、象征也要牵
强附会，硬贴标签。对丰富多彩的优美意象，富于韵味的节
奏旋律，或无暇顾及，或不能顾及。以致诗歌教学就是干巴
巴的条分缕析，“一二三四”的理性陈述，一层又一层地深
挖哲理和象征，使如诗的“花季少年”缺少诗意，敏锐的审
美感觉变得呆板迟钝。这很难说是与新教材编写的初衷相一
致。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我认为一是“诗言志”这一传统观念



在不正确地影响着当前的诗歌教学。诚然，“诗言志”是人
类曾有的一种让理性驾驭诗的企图：让诗充当理性的代言人。
从“关关睢鸠”的象征到“唯有源头活水来”的哲理，时代
的变迁给诗人留下了更多的言志素材。但诗歌的真正价值，
我以为是在言志的架构下，营造的生命体验。那青年男子
从“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相思之苦到“载言载笑”的相
见之欢的心理历程，才能与读者产生“心灵共鸣”“生命震
颤”的审美感觉。可惜，我们的诗歌教学却把它当作了诗的
副产品。

其二，应试教育的魔棒，也把我们很多教师的审美感觉折磨
得越来越迟钝。“言志”远比“言情绪”、“言感觉”便于
操作。情感美、意象美和语言美教育任务则被置之脑后，使
一切丰富多彩，蕴含复杂的艺术对象抽象化、理性化、简单
化。最能体现个性化感觉的`文字，常常被硬拉出来，讲述那
些或简单或深奥的大大小小的道理。

那么我在想：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是让学生知道诗中之“志”
何必花那么大的力气，绕那么大的圈子，直接告诉他们，让
他们记背下来不就行了？可是这样条分缕析的课堂就不是语
文课了！是思想政治课！语文课就是要用“语文的方
式”——关注语言文字、品读或创造性地品读、关注学生的
情感体验，以读促思，以思促写。学生只有用语文的方式走
到我们要他们到达的地方，我们的语文课才有语文味。那学
生到底最后有没有到达那里呢？也就是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
呢？这是我们的课堂教学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我认为，一个
最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看学生的思维力度，看学生情感投
入的深度，师生与文本情感交融的有效度。就拿本课来说，
学生要较好地完成改写，必须认真品读文字，深入思考华南
虎的处境。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把思维引向深入的任
务。如给出问题：如果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是人呢？这就把大
家的目光从文字引向了诗人。最后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
也显得水到渠成。因此我觉得在本堂课上学生对文本的研读
还是有成效的。只不过要达到这种有效的阅读，常常需要语



文教师创设情境，安排有效的教学活动来实现。在本节课中，
“改写环节”的设计正是一次“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它把
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了出来，并有了创造性的阅读收获。这
就好比教师给了学生一把梯子，但要学生自己用力去爬，然
后摘到美味的果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南虎》课堂上滴落的那一串晶莹的泪
珠，对我而言是一串串玲珑剔透的珍珠，它的光芒时时提醒
着我：要想办法递给学生一把又一把轻巧灵活的梯子，引领
学生去品读，去感悟，要珍视他们独特的情感体验，并最终
成功地把他们送到我们要他们去的地方。

华南虎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自读课，一课时完成。课堂结构比较紧凑，问题的
设计也很精炼。课堂上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不是由老师
一段一段的讲读，而是让学生自主思考，合作交流。对于诗
歌教学，我重视朗读课文，在读中学，读中悟，这样，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朗读能力，也培养了良好的`语感。课堂中，不
忽视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的培养，教育学生关爱动物，善等生
命。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小组合作交流，
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课堂中力求营造一个宽松的学
习氛围。比如采取比赛方式，讨论交流等，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这节课，
我真正尝到了探究式学习的甜头，课堂上每一个学生都充分
展示自己。有一名平时特别不爱发言，非常腼腆的女生不但
主动举手要求代表全组参加竞赛，而且发挥出色，博得阵阵
掌声，并为本组赢得一枚宝贵的小红花。教学中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面向全体，注意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健全的人
格，实现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价值观上
的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华南虎教学反思篇五

《华南虎》一诗作于１９７３年６月，正是十年动乱期间。
诗人牛汉正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文革中，被关
入牛棚，从事强制性劳动）。一次，他去桂林，在动物园里
见到了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这只老虎
的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回到干校后，他就写下了
这首《华南虎》。诗人以华南虎作为象征，表现的是自己在
困境中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我设计了如下的教学流程：

１、依据自己的理解朗读诗歌。目的是想借教师有感情的朗
读渲染课堂学习的气氛，调动学生的感情。在一种对自由的
渴望和为自由而抗争的气氛中进入诗歌的学习。

２、学生朗读诗歌。这是确保学生对诗歌内容把握的关键所
在，所以，我安排了四遍朗读。第一遍是自由朗读，第二遍
小组确定展示形式并试着合作朗读一遍，第三、四遍是小组
展示朗读成果。

３、说出读完课文后卧在你面前的.是一只怎样的华南虎。意
在让学生通过对

华南虎形象的分析进一步理解华南虎那不羁的灵魂，进而把
握文章的象征意义。

４、品析文章语言，读出作者不屈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渴望。

５、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发现能力、
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６、谈一谈自己的收获。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可一堂课下来，却有很多
不尽人意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一节极为失败的课。静心思考，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流程设计还有欠缺。如在第二环节中，我可以安排两
遍读，第一遍自由读，第二遍小组读，并在读之前下达读的
要求：说出卧在你面前的是一只怎样的华南虎。这样一来会
节约课堂时间，提高效率。

第二、教师的心理素质不过硬。记得以前评课时，有位老师
曾经说过，学生是很敏感的，教师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一个
眼神都会影响到他们。因此，课堂上教师的表现至关重要，
但，这恰好正是我的弱项。每每听课，心里总是想：面对如
此多的行家里手，我的教学设计、课堂语言，哪怕是一句话，
一个词，都必须确保它的准确性；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各
个听课老师的喜好，以免教学环节出什么差错。正是这种担
心，一而再地影响了自己的课堂情绪。前怕狼，后怕虎，做
什么也放不开手脚，连说话都会有许多颤音。学生见这情景，
要再有敢于展现自己的，应该是属天塌下来我来挡之类的豪
杰了。其实究其根本还是老师的知识储备不够多，还没有形
成自己的教学路子，总是听听这个觉得好，看看那个也不错，
总想让自己的课能将所有的亮点都展示出来，但正是这种考
虑使自己的课上的是漏洞百出。

第三、忽视了教材与学生的整合。因怕出笑话，所以对教材
格外用功钻研，把备课的重心放在了对教材的把握上。可教
材钻得越深，越感觉学生把握会不到位，设计的课堂环节就
变成了自己的爱好，连课堂的组织语言也浅入深出。于是便
出现了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的局面。如
此以来，课堂哪还能活起来？不死就是烧高香了。

第四、任务下达不够明确。如在准备与交流华南虎形象时，
很简单的问题却用去了很长时间。我想，要是把这个问题融
到学生的朗读这一环节中，在读的过程中带上点小问题，这



样就使朗读变得有层次了，且会节约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效
率，增大课堂容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如为小
组合作而让小组合作，为评优而作秀等等。不过这节课让我
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不足，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努力，使自己的课堂日益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