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教学反思(优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说教学反思篇一

语文教学一定要有目标，依据是课程标准，是每个学生要达
到的底线，教师在备课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同时要用活的眼
光看学生，灵活的驾驭课堂，艺术的体现教学目标的落实。

教学手段的实施是为了教学目标的实现，背离了这一点，一
节课是不成功的，于是我设定了“通过人物对话和战争场面
感知郑成功这个人物形象。”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的
设计更为科学。通过朗读了解两军作战的情景，抓住重点词
语，想象作战的激烈和艰难，感受郑军官兵的机智英勇，从
而感知人物形象。为了能够灵活的驾驭课堂，我做到每字每
句分析透，设想学生会谈什么问题，站在更高的点审视这篇
文章，在课堂上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收
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语文教学必须突现语文课程特点，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这是
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但是怎样融合怎样实施呢？
在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根本特点是工具性，
这是任何学科所没有的。对于这一特点，我们决不能含糊，
要作为第一任务来完成，要把思想教育蕴涵在听说读写的训
练中，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品课。

《课标》中对小学高年级段的阅读要求明确了标点、词语、
句子、篇章布局、表达方式的训练。教材则紧紧围绕着《课
标》，精心设计每课的课后习题，我们要在备课中要潜心钻



研课后题，明确本课的教学重点、训练要点，在实际教学中
落实。抓住了这个航标，何愁课堂教学不有效？以本课为例，
课后题4就是针对本文的结构特点设计的练习题，这是同单元
其它课文没有的，为此，我突出了结构的学习。在教案的结
构设计上，我以文章的最后一节带动全文的学习；在感知人
物形象上，我抓住文章重点章节让学生理解体会。这样的课
堂教学是有效的。

说教学反思篇二

《彩色的翅膀》《中华少年》，主要是让学生中华儿女的爱
国情怀，从而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再通过演讲稿的形
式表达出来。

可想而知，“爱国”“演讲稿”这两个词对于学生来说，既
陌生又难下笔，没有丰富的材料支撑，一篇好作文很难凑成。
于是在上完《詹天佑》一课之后，我就引导学生去搜集相关
的爱国人士的资料，再通过“讲故事”让学生将自己搜集的
材料用自己的话进行讲述。

在学习《中华少年》一课时，我再次发现学生的课外积累非
常欠缺。《中华少年》是一篇诗歌，这个因为作者对祖国的
文化了解甚深，因此感情充沛，具有可读性。然而，在讲解
时，学生并不了解，所以讲起来比较费劲，即使他们读得很
起劲。因此，我又让孩子查找了“四大发明、汉服、唐代名
人名作、唐服、清代文化、神舟飞船”等资料。

该有的材料有了，怎么让孩子写好演讲稿呢？在老师的建议
下，我布置孩子回家参考一篇优秀范文，第二天在上作文课
的时候，学生可以学习范文的写法，再配合以前搜集的材料，
让孩子先确定演讲的一两个观点，然后再将相关的材料模仿
范文进行改写。这样一来，学生的写演讲稿的热情很快调动
起来，一节课没能完成，他们要求再给他们时间完成。



说教学反思篇三

六年级学生在校园里显得更为活跃，他们有热情，也显得任
性、容易冲动。有时他们会在桌面上、厕所里涂写，几句小
诗、一行话语，好象像以此表达对学校的留念，更多的学生
早在第一学期就忙着写临别赠言。教师如何因势利导，抓住
学生的情感契机，引导他们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呢？实践
证明：积极疏导，把他们的心语得以外化，由此激发他们学
语文、用语文的意识是有效的路径。恰逢学校欢庆百年的盛
事，校园面貌有了大改观，组织学生为新砌的花坛写温馨的
宣传用语，为新建的大楼内部选择格言警句、写凡人小语，
为校园电视台积极撰稿。在练笔、讨论、推敲中学生乐而不
疲，尊师爱校、友爱同学的美好情操得到提升。例如，为了
给学校的百年纪念石碑起个悦耳的名称。

六年级语文教学如果仅凭几十篇课文的精讲深挖、设计无数
的练习，由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水平，往往难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的确，课文只
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
融会贯通，灵活、高效地学，有趣有味地学。 例如在学习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后，相机返顾或推荐《小珊迪》《小音
乐家杨科》等课文，引导学生把几个人物作横向比较，培养
学生读书思考、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
联的；还可以从作家的系列作品拓展，在学习小组里交流安
徒生这位“世界童话大王”的名作，花时少、收效高，关键
是培养了学生广读博览的兴趣；还可以进行读写知识的迁移，
在阅读教学中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新年的阳光照着
小女孩小小的尸体上，她的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火柴梗。
新年的街头热闹依旧，可怜的小女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他们的思维活动向纵深发展。由此，
教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求，让这一久远的童话故事与
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小女孩被奶奶紧紧地搂在怀里，
她俩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飞到那没有饥饿、寒冷、痛苦的
饿地方去了。她们向着光明和幸福飞去。看，那青青的芳草



地、活泼的孩子们把她们吸引住了，她们来到了，来到了你
们的中间。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
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培养。

在实际课堂中，特别是六年级语文教学中，难以听到琅琅的
读书声，

如果我们基于以培养学生的读写兴趣为目的、以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为根本，必然会摒弃。学校广播电视台对六年级的
这一活动进行了全场摄像在全校播出了。这一活动的开展激
发了同学们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
活：同学们觉得毕业前的学校生活是紧张有序的，也是丰富
多彩的，令人回味的。在他们的习作里、日记中有生动的记
录；在他们的影集里、校园网里有珍贵的镜头；还有的以诗
与画的形式、书信的方式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是没有预
设的、水到渠成的语文学习活动。

我想，这是在问老师，又不仅仅是，我们该认真反思反思教
学中的一些行为了。《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探讨实施决非
上几节公开课、写几篇文章、出几份试卷所能含涵盖的，我
想，它的积极实施是体现在每个教学进程中的，六年级的师
生同在新课标的背景下，应共享一片艳阳天。

实践证明，在生动活泼、师生互动的课堂里、在丰富有趣的
活动中，六年级学生的知识、能力会喜获“双赢”，他们的
情感会得到升华，语文学科的魅力才足以得到展现。

说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回忆往事的课文。教学时先让学生借助工具书用较
快的速度阅读，知道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大致了解内容。再
提示学生以“多好啊”或“灯光”的描写为线索抓住课文重
点探究，先独立阅读，再在小组里交流。检查阅读效果时，
老师要就重点部分加以指导，帮助学生从中体会郝副营长的



献身精神，体会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

从“多好啊”为线索深入理解课文。在学生快读课文，大致
了解内容的基础上，要求再次快读课文，想想“多好啊！”
这句话在课文中出现几次，各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把有关
语句画出来，再深入想想，他们在说这句话时，看到的是什
么，可能想到什么。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什么，先独立思考，
再把自己的见解和同学交流。

在学生理解第二、三次“多好啊”以后，要让学生再深入往
下想，为了“多好啊”的幸福生活，在战斗中郝副营长怎么
做，画出有关语句体会郝副营长的牺牲精神。

说教学反思篇五

（一）因势利导迁移应用

六年级学生在校园里显得更为活跃，他们有热情，也显得任
性、容易冲动。有时他们会在桌面上、厕所里涂写，几句小
诗、一行话语，好象像以此表达对学校的留念，更多的学生
早在第一学期就忙着写临别赠言。教师如何因势利导，抓住
学生的情感契机，引导他们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呢？实践
证明：积极疏导，把他们的心语得以外化，由此激发他们学
语文、用语文的意识是有效的路径。

（二）融会贯通，以一当十

六年级语文教学如果仅凭几十篇课文的精讲深挖、设计无数
的练习，由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水平，往往难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的确，课文只
是个例子，应由一篇文章的阅读触及其余，启发学生把知识
融会贯通，灵活、高效地学，有趣有味地学。例如在学习了
《风雪重围》后，相机返顾或推荐《刘邓大军渡黄河》《礁
盘》等课文，引导学生把几个人物作横向比较，培养学生读



书思考、分析感悟能力，这是从文章的内容方面相串联的；
还可以从作家的系列作品拓展，花时少、收效高，关键是培
养了学生广读博览的兴趣；还可以进行读写知识的迁移，在
阅读教学中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在这样的课堂教学
中，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学生的阅
读能力得到了培养。

说教学反思篇六

回顾《卖火柴的小女孩》顺势讲到《凡卡》一课，契科夫笔
下的九岁凡卡又是怎样悲惨的生活呢？学习课文，给学生充
分的时间读熟课文，标注自然段。接着一段一段浏览读，说
出每段的大致意思，这样就自然明白了文章按“准备写
信——写信——寄信”来写的。其中写信部分有信的内容和
回忆部分。写信当中穿插了回忆乡村生活的情景，这种写法
就叫插叙。引导学生读，和学生一起学，一起探究自然对课
文有了初步的认识。

深入下去探究文章的内涵，读信的内容体会凡卡的悲惨生活。
从关键句，关键词中充分感受到这样的生活让凡卡只有死路
一条了，从而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读中说体会，体会中读
是感悟深刻文章的一种朴素的方法，也是心灵和文本对话思
考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