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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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这堂课，我从苏轼的另外一句诗—“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入手，让学生品读雨之奇，扣住一
个“奇”字，学生读到了雨的来去匆匆，读到黑云白雨的奇
妙色彩……一个“奇”字，提领一顿，百毛皆顺啊。

品味诗文意境前后，学生对诗题中的“醉”字也有了不同的
理解，刚接触这首诗的.时候，学生就注意到这个“醉”字，
他们理解为喝了点酒写下的诗文，然而在学完诗文之后，学
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有学生提出，这个“醉”，还有陶醉
的意思。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在学习生字的环节中，我请同学们看“蝉”字。让学生理解
蝉是一种昆虫，所以有虫字旁。同时让学生结合《金蝉脱壳》
这篇文章，让学生如体会那小牧童想捕蝉时的神态。学生们
对于接下来的学习更有兴趣了。

由于《所见》这首古诗比较浅显，所以我告诉学生们
说：“这首古诗给我们讲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谁能试着把
它用自己的语言讲给大家听听呢？”学生们大都能理解，在
围绕“意欲”一词的商讨后，就用自己的`语言把《所见》的
意思快速地讲述了出来。而且发现经过学生自己的理解后再
记忆，学生背诵古诗的劲头更大了，速度也快了很多。



学生的感受是通过朗读来实现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在《所见》的教学片断中，我充分信任学生，把读的权利还
给学生，相信学生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
断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
这种教学方式符合新课程提倡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学生学习
语文的乐趣。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上了这一节课，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1、借助课文插图，帮助理解。课文上方的插图是教材的'有
机组成部分，清晰形象地显示了金字塔的外观形象，与课文
第一自然段的介绍也正好吻因此，我首先引导学生观察插图，
畅谈所见所感，无疑为学生理解课文第一自然段作了一个非
常有益的铺垫。

2、通过多种途径，扎实训练。

1、抓住关键词语，引导学生自主解读；

2、诱导学生不但能看出金字塔的外形特征，而且能读懂其内
在的品格；

3、提示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朗读体会；

4、通过朗读表达出自己的感悟。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中秋之夜，无锡惠山的二泉，天上明月高悬，水面月光如银，
静影沉璧———多么好的美景呀？让时光回到95年前，是什
么原因叫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汉子—阿炳为后人演绎出不朽
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不难



看到：是社会的黑暗让阿炳身染恶习，而后生活潦倒；又是
命运的多踹，让阿炳生活中步履维艰；是生存的勇气让阿炳
坚强地活了下来，又是他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成就了他所喜欢的音乐—《二泉映月》。

在教学“扬帆启航”一部分中让学生自读，然后用一个词语
概括自己的感受。感受可以很多种，这里要尊重学生的个性
化品读感受，但是教师需引导把课堂教学重点要放在宝船的
介绍上。这段文字的描写非常形象也很精彩，是学生作文的
理想范本，同时透过大量的数字、比喻和对比，可以引导学
生体会出宝船的`壮观，然后辅以资料补充使学生明白这宝船
的设计和制造是非常神奇的，就算以我们现阶段的科学技术
也是难以制造出来，以此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此
时加以板书强化学生的认识。

在教学“友好往来”一部分时，让学生看“你是从哪些地方
品读出中国人这种骨子里的友好的”，再体会“往来”的意
义，辅以资料理解郑和下西洋的经济、文化、政治意义，学
生自然而然对“友好”一词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此时板
书“友好”，时间恰到好处。

学习这种兼比喻、夸张和拟人于一处的形式，体会为什么要
这样写，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这是一种侧面烘托的方法，目的
就在于表现出郑和和他的船队是“勇敢无畏，机智沉稳”的，
此时板书“勇敢”加深学生的理解。

这三部分教学结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体会郑和的精神，
从来引申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以此作为过渡，品读
还有什么样的精神。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时，我让学生在读中落实重点
词句，感悟课文内容，领悟文中蕴涵的深刻道理。我是分以



下几步来展开的：

第一步：让学生自主读第一节，启发思考：这个孩子在玩具
柜台前想干什么？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感受？说说自己的
理由。

第二步：组织学生进行交流，相机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引导
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深入体会小男孩对玩具汽车的喜欢之情。
从小男孩在玩具柜前的表现入手，抓住人物的外在表现，体
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为理解下文小男孩的`异常决定，体会人
物的品质打下坚实基础。自主讨论的方式，同有感情地朗读
相结合，训练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能力。

第三步：在深入研读课文后，分组研究讨论：小男孩那样喜
欢小汽车，为什么不买一辆呢？结合课文内容，抓住“为什
么喜欢却不买”这个核心问题，统摄文章的主体部分。利用
对话较多的行文特点，从读中理解。学生在挖掘人物内心世
界的过程中，避免了繁琐的分析，提高了教学效益。同时强
调自读自悟，引发学生的想象人物的内心世界，训练学生的
思维能力，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增强学生的感悟，丰富
学生体验，并从中受到人物优秀品质。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六

上了这一节课，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1、借助课文插图，帮助理解。课文上方的插图是教材的有机
组成部分，清晰形象地显示了金字塔的外观形象，与课文第
一自然段的介绍也正好吻因此，我首先引导学生观察插图，
畅谈所见所感，无疑为学生理解课文第一自然段作了一个非
常有益的铺垫。

2、通过多种途径，扎实训练。



1、抓住关键词语，引导学生自主解读；

2、诱导学生不但能看出金字塔的外形特征，而且能读懂其内
在的'品格；

3、提示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朗读体会；

4、通过朗读表达出自己的感悟。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七

在《五月的田野》一课的教学中，如果设置有感情的朗读课
文，再配上音乐，那么作者的笔下，五月的田野是孩子们的
乐园。这种“乐”是通过对孩子们的一系列动作描写表现出
来的：光脚走路、吹竹笛、甩柳鞭、撵鸭、赶羊、撒着欢儿
地跑。作者除了用轻快的笔调描绘了孩子们的快乐，更巧妙
地是把对农村孩子们的懂事、勤劳的赞美融汇其中——把鸭
赶到草虫最多的地方，把羊赶到青草最嫩的地方，还要把嫩
嫩的青草带回家给小兔，这些是乡下孩子独有的'生活，他们
能够帮助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并在劳动中找到乐趣。
孩子们在作者简单地叙述了“野炊”，描述了孩子们吃着简
单的饭菜也觉得“喷香”、“可口”，从中让我们感受到了
孩子们的淳朴和对生活的热爱作者的笔下，如果再利用音频
资源《美丽的田野》，把学生领人课文情境，更充分的为有
感情的朗读做铺垫,今后的教学中还要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
质水平。

八年级下语文教学反思篇八

上了这一节课，我有以下的一些想法：

1、借助课文插图，帮助理解。课文上方的插图是教材的有机
组成部分，清晰形象地显示了金字塔的外观形象，与课文第
一自然段的介绍也正好吻因此，我首先引导学生观察插图，



畅谈所见所感，无疑为学生理解课文第一自然段作了一个非
常有益的'铺垫。

2、通过多种途径，扎实训练。

1、抓住关键词语，引导学生自主解读；

2、诱导学生不但能看出金字塔的外形特征，而且能读懂其内
在的品格；

3、提示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朗读体会；

4、通过朗读表达出自己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