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 农村中
学语文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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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语文教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对各科
学习的基础性作用也显得必不可少，而在现实的语文教学实
际操作中，有些问题却是广大教师容易忽视或者不愿意花心
思去努力做到的，而这些又往往是语文学习所必须的，在此，
想同各位教育同仁交流一下一点浅略的看法，望引起注意。

关键词：  经典文学阅读  校园文化体系建构与语文活动
常态化

以前常听农村语文教师抱怨，学生没有书读。的确，前些年
农村中学的图书室条件太差，书没有多少，想开展课外阅读
都不可能。这几年国家加大投入，农村中学的图书能够完全
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那么现在农村初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情
况如何呢？我曾与很多初中学生做过交谈。就拿四大名著的
阅读来说，初中毕业生读完四大名著的很少，尽管中考试卷
有名著阅读考查（吉林省），语文教师只要到书店买一本四
大名著阅读练习题做一做就万事大吉，更有甚者，有语文教
师竟然把四大名著的所有人物的按照人物性格、主要事件等
印发出来，让学生背诵，这就是学生的名著阅读。四大名著
的阅读如此，更遑论其它经典著作了。学生所谓的课外阅读
不过是看看娱乐性刊物和武打言情小说，大多如此。即使有



学生读了，但也是放羊性的，没有进行有效的引导。

课外阅读重要不重要？许多教师嘴上说重要，实际教学中却
从不重视。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正因
为如此，关于课外阅读教学的方法和模式极少有人去研究，
去实践。尤其是教学一线的语文教师，尽管语文课标中已经
对课外阅读做出了量化规定，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实行过，教
师把精力几乎都集中在教材课文上。还常喊课时不够。“我
把教材上的`课文都教完了，可学生的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主
要是学生基础太差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的
说：名著阅读没有用。教师只盯着几篇课文，没有课外阅读，
作文没有计划，少写，还不判不改。几年下来，教师自己似
乎确凿提高了，说话流畅了，能上几节自己满意的课了，如
果再上几节校外公开课（不知练习多少遍的假课），俨然就
是名师了，可是，公开课上得漂亮，学生的能力却了了。

语文教师也知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吟诗也会溜”。语文教师之所以不去搞课外阅读
教学，致使大部分的学校的课外阅读处于失控无序状态，我
想原因不外乎是，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因为教师认识不清
课外阅读与语文学习的关系，怕搞课外阅读会影响中考高考。
二不少教师没有读过多少书，又不愿读书。有的教师甚至四
大名著都没读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导学生呢？三对课外
阅读没有把握，主要是缺方法，不知道如何去搞。

观念与实践：课文仅是一个例子，让学生愉快有效地进行课
外阅读才是我们的目标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反思。



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当前，中小学语文课改，新课程实施，校本教学研究，素质
教育等有关教育教学观念的呼声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其理论
成果可以说已非常的丰富。但是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却并不
很多，往往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尤其在师资力量、办
学条件、社会和家庭环境都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初中学校，
更是如此。

近年来，国家各级政府在“两基”的过程中加大了对学校硬
件建设上的投入，农村学校也有了学生宿舍食堂和图书实验
楼，有了现代化的远程教育设施和图书、仪器，有了学生运
动的活动场所，有了一定的绿化和美化，但在学校资源的利
用方面并不是很理想。

笔者是一位语文兼美术学科方面的教师，曾经和现在做过和
做着在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学生会负责人
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负责这诸如班主任工作的量化管理，
学校和领导的许多文字材料的书写和打印，各种文体和宣传
活动的筹备方案的制定和成文大都由我负责，每天辗转于多
个办公室之间，经常接触到各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诸
多的工作的接触与实践，引发了我对学校的管理和语文教学
方面的'一些值得我所关注的问题，在此，想就我所认为的农
村初中语文教学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和全世界的精神和文化，文学的精髓都蕴涵于古今中外
浩如烟海的经典文化和文学的文献典籍中，里面充满着人类
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无限智慧和力量，体现了古今中外最杰出
的天才和英雄人物们对人类、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认识
和发现，想象及其深邃的理性的感情的思索和思考，唐诗宋
词元曲也好，秦汉历史散文也好，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也好，
外国文学名著哲学经典也好，让学生多接触，涉猎一些总是
好事。要知道，不管语文教学的改革如何变，教学的方法如



何多，语文学习，多读多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撇开
的途径，世界上无其它不需要积累就可以学好语言和文学的
方法存在。

我们过去曾经在连环画的记忆里美好地、快乐地长大，那时，
故事离奇，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连环画就是我们的精神食
粮。后来，电视代替了大众对连环画的兴趣，金庸的武侠小
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代替了几乎所有的名著，广大青少年热
衷于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
及其改编而拍摄的电视剧。看看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及其相
关的电视剧本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些东西替代不了课外阅读
传统的古今中外经典文学和文化的名著对于一个人生存发展
所需要的知识及其智慧，更孕育不了完善人格与健康美好心
灵。

过去，我们苦于没有图书馆，苦于我们的学生时代饿着肚子
买书的记忆，今天有了国家为农村初中学校的学生们配备的
图书馆、阅览室，有了丰富的各种图书。但是，我们的学生
大都对那些专家和名家们所确定在《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
教育部所推荐的阅读目录里的图书不屑一顾。作为业余兼职
图书管-理-员的我，感想颇多。

也许，我们对学生的课外阅读的指导确实不够，同时试问，
我们的语文老师有确实读了读过或者是读懂了读透了多少呢？
教师读得少，我们如何要求学生去读很多，我们的读书活动
从来就没有开展过，我们的学生对读名著缺乏方法和兴趣，
耐心和思考力。对学生课外阅读经典文学和文化作品的指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甚至说起来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
一方面教师读得少无法指导，另一方面，读得多而不理解或
者不得其法也不能做到，经典文学文化名著的阅读指导本身
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与学问，我们虽然不要求将图书管-
理-员练就成为专家的水平，但是起码也要对所负责的领域有
一个大致的认识和把握，达到这样的要求也是要花费长久的
精力和时间的。



因此，培养优秀或者合格的图书管-理-员也堪称一项艰难而
持久的系统性工程，并不象有些学校领导所认为的那样，管
理图书很容易，是一种清闲的事情，只要向学生借书和还书
就行了。

选择和使用图书管-理-员首先要考虑专职，同时要考虑其人
员的敬业精神和对图书研究与管理的兴趣，并且要为其创造
时间和资料方面的条件使其能够进行相关方面的学习或者深
造。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反思。

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关于《孔乙己》这篇课文，早就已经被各位大家解读透彻的
不能再透彻了。关于其中的种种内涵底蕴，包括鲁迅想表达
已经表达和没有想到但表达出来了的以及没有想到也没有表
达出来的都已经林林总总的公诸于世了。所以，当周老安排
微课教学任务的时候，大家挑选课文，其实很为难。但是为
难来为难去，最终却还是挑选了这一篇几乎无法再解读的文
章。我想，大家也是出于对自己的一个挑战的想法吧。

我开始设计时在想，到底十五分钟的微课，我能够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相对完整的环节？而且还要从这个环节中体现出一
种教学的思想和理念。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教学思想是什么
样的，我的教学理念又从哪里来？纠结之下，索性把心一横，
先把完整的教学设计做出来，然后在挑选相对拿得出手，见
得了人的片段吧。

于是我写完教案，模拟了全课的教学过程之后，决定选择导
入和铺垫的部分作为微课教学的展示内容。原因很简单，当



文本被解读得足够透彻之后，深挖文本只对学生有意义了，
对于展示教学思想和理念，是起不到作用的。当解读没有突
破口，就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方法的指导入手了。

结合单元教学的主题：小说之林，我想，这个单元应该是给
学生打开小说之门，带领学生进入小说的世界，去领略和感
受小说的魅力。那么，作为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我们应该做
点什么？对于这样一篇内涵深厚的小说，引领学生去感受文
字背后的凄凉和惨痛是一种思路；在学生入门的时候，给他
们一方法的指点，是另一个思路。我选择了第二种。

之所以选择从标题、名字入手，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很热
衷于给每篇课文设计各式各样的导入语，天南地北人文地理
涉猎极广。当我沾沾自喜于自己知识面之丰富的时候，发现
这些导入与基本和课堂的教学目的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痛改
前非，以最简洁的方式最快速的进入文本。往往，文章的标
题中饱含着大量的信息，能够从标题的解读中就可以一脉贯
穿的确定课堂教学的目标走向。选择标题、名字入手，也是
因为自己有所思，却没看见有多少关于这个名字的解读分析，
勉强算是自己的一个发现吧。

通过对名字的分析解读，其实目的并不是要推出孔乙己的人
物形象，那本该是课堂教学的内容。分析的目的，其实落在
分析本身。通过分析，是希望能够让学生体验思维的过程，
学会分析的方法。语文课，常常只见目标和要求，却没有达
成目标达到要求的途径和方法，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现象对语
文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所以我也在摸索是不是可以在教学中，除了要求学生要达到
种种目标之外，应该提供给学生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法，指明
一条可以迈步的途径。

由此，确定了通过名字的分析解读，推导出分析人物形象的
一般方法：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环境下的普
通人物形象作比较，从而感知人物的特点。对于这个方法，



我自己也不确定究竟是不是一个普遍的具有规律性的`总结。
只是在教学中，在日常的阅读中，我关注了我阅读时的思维
活动，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做的。那我也只能把这一点教给我
的学生。或许这个方法，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它勉强
可以说得通，于是我也就不管不顾的写在黑板上了。这是我
能力范围内所能达到的了。其实，分析解读的目的，也并不
在于推出这个方法。我的目的，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在
教学中突出方法和途径的想法。

在实施的过程中，明显的出现了一些推进困难或者导向偏差
的地方，例如，第一个问题，小说的标题和人物的关系，问
得台下熟知课文的老师们眨着眼睛望着我，放到课堂上，那
就是绝对的冷场。自己回来细细想了，其实原因不是环节设
计的问题，而是问题设计的问题。抛出问题，没有贴合学生
的最近成长点，没有根据和有来的发问，没有明确的指向和
足够的方向提示，学生和老师们再积极的配合，也是回答不
出来的。由此想到平时教学中的情况，其实类似的问题常常
出现，而自己一直没有重视，还是得益于师傅和台下听课的
老师们不吝为我指出，当真感激。

师傅常说：死在公开课上，才能活在常规课中。完成这一次
微课教学的任务，我不仅借能此机会进行一些比平时要深入
的多的思考，对自己的一些思维碎片做一次梳理总结，还能
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平时真的有问题，恐怕是要求求别
人来为自己指出，今天能够收获大家的真知灼见，是我最满
意的地方了。

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以前常听农村语文教师抱怨，学生没有书读。的确，前些年
农村中学的图书室条件太差，书没有多少，想开展课外阅读
都不可能。这几年国家加大投入，农村中学的图书能够完全



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那么现在农村初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情
况如何呢？我曾与很多初中学生做过交谈。就拿四大名著的
阅读来说，初中毕业生读完四大名著的很少，尽管中考试卷
有名著阅读考查（吉林省），语文教师只要到书店买一本四
大名著阅读练习题做一做就万事大吉，更有甚者，有语文教
师竟然把四大名著的所有人物的按照人物性格、主要事件等
印发出来，让学生背诵，这就是学生的名著阅读。四大名著
的阅读如此，更遑论其它经典著作了。学生所谓的课外阅读
不过是看看娱乐性刊物和武打言情小说，大多如此。即使有
学生读了，但也是放羊性的，没有进行有效的引导。

课外阅读重要不重要？许多教师嘴上说重要，实际教学中却
从不重视。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正因
为如此，关于课外阅读教学的方法和模式极少有人去研究，
去实践。尤其是教学一线的语文教师，尽管语文课标中已经
对课外阅读做出了量化规定，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实行过，教
师把精力几乎都集中在教材课文上。还常喊课时不够。“我
把教材上的课文都教完了，可学生的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主
要是学生基础太差了”，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的
说：名著阅读没有用。教师只盯着几篇课文，没有课外阅读，
作文没有计划，少写，还不判不改。几年下来，教师自己似
乎确凿提高了，说话流畅了，能上几节自己满意的课了，如
果再上几节校外公开课（不知练习多少遍的假课），俨然就
是名师了，可是，公开课上得漂亮，学生的能力却了了。

语文教师也知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吟诗也会溜”。语文教师之所以不去搞课外阅读
教学，致使大部分的学校的课外阅读处于失控无序状态，我
想原因不外乎是，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因为教师认识不清
课外阅读与语文学习的关系，怕搞课外阅读会影响中考高考。
二不少教师没有读过多少书，又不愿读书。有的教师甚至四
大名著都没读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导学生呢？三对课外
阅读没有把握，主要是缺方法，不知道如何去搞。



观念与实践：课文仅是一个例子，让学生愉快有效地进行课
外阅读才是我们的目标。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农村语文教学反思。

微课与农村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广，为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春风，有
一部分教师认真学习素质教育理论，勇于实践。但是，教改
只能算是吹面不寒杨柳风，远不是“二月春风似剪刀”。 要
想改变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存在的上述尴尬，绝不只是
加强农村小学教师语文教育技能培训那么简单，而要从思想、
理念、教育观等入手，全面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综合素
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农村小学语文教师识字教学的危机感和
紧迫感，认真了解识字教学的历史、现状，努力探索教学理
论，勇于实践，优化课堂教学，为农村小学汉字教学提供理
论和实践的指导。

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要遵循汉字本身的规律来掌握汉字的
形、音、义属性，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识字最终目的是
灵活运用所学的字去进行阅读和写作等语言活动，因此识字
教学又依存于小学语文教学体系。我们既要尊重农村小学语
文识字教学的独立性，又要承认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听说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
共同构成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完整的体系。因此，科学的农村
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方法的建立必须以语文教学体系的共性为
基础。但凡有生命力的识字教学方法，都在积极建立与其相
适应的小学语文教学体系。比如集中识字、随文分散识字
和“注.提”，都没有停留在农村低年级识字的层面上，从集
中识字的“先识字后阅读”到分散识字的“边识字，边阅
读”再到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识字的“阅读中识字”的变化，



表明这些实验越来越重视阅读在农村小学识字教学中的作用，
在提高农村学生识字能力的`同时也重视与阅读、写作训练有
机结合，构建了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完整体系。

汉语拼音教学是使汉字字形与音义建立联系的有效手段。如
果农村小学生只知道如何分析识记字形，而并不知道它读什
么、什么意思，那么这种字形分析又有什么意义？可见，字
形与字音、字义的联系在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永远是占
第一位的。有了字音这个基础，农村小学生就能把字音与字
义建立起联系。而汉语拼音则有助于农村小学生在字形与音
义之间建立联系，因为汉语拼音“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帮
助识字统一读音”。所以汉语拼音是识字的一个有效手段。
但是，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识字主要依靠汉字本身
的规律。拼音只是帮助农村小学生在汉字的形与音义之间建
立联系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真正掌握一个汉字，还必须使
形、音、义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
而汉字是表义文字，它的构形规律决定了字形与字义之间的
联系非常紧密，具有以形示义的特点。所以农村小学语文识
字教学必须抓住汉字本身的构造规律，这才是农村小学语文
识字教学的根本。

新课程标准规定，汉语拼音的功能主要是“帮助识字、学习
普通话、查字典”，把“熟练地拼读音节”改为“准确地拼读
(音节)”；把“默写声母、韵母”改为“正确书写声母、韵
母”；把“背诵字母表”改为“熟记字母表”；删减了“直
呼音节”的要求。汉语拼音教学要求的降低说明人们对它在
识字教学中的功能做出了科学的定位：只是识字教学的手段，
是农村小学生识字的“拐棍”。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最终
还是依靠汉字本身规律这条“腿”来走路。

在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人们已经意识到遵循汉字规律来
识字的重要性，比如同音归类、形近归类、独体归类、形声
字归类等等，都不同程度的遵循了汉字的规律。但是汉字中
还有一部分音近义通的同源字，对这些字人们往往根据形旁



表义，声旁表音的规律来教学，初步认识到汉字形音义之间
的关系，但是没有利用同派字音近义通的规律。如“乔”，
本义是高大的树木，由此部首而派生出一系列同源
词：“侨”，本意是高于一般人的人；“桥”，水梁也，在
水之上，“桥”，山高而锐；以上诸字均有“高”义贯穿。
又如从“包”得声的字，胞、袍、饱、泡、刨、抱、苞、截
等，都含有包裹的意思。由此可以执简以驭繁，找出一组字
所共有的意义。但是在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我们过多
的关注汉字内部的形音义关系，而忽视汉字系统中同源词音
义之间的横向联系。如把同源字的研究成果按照农村小学生
认知汉字的原型方式编成字集，可以帮助他们更准确地理解
字义。因此，笔者建议对形声字进行调查、归类，从中选择
音同义近的同源字，把构成这些同源字的声符作为这些同源
字字义教学的起点，便可以纲举目张，触类旁通，实现农村
小学语文识字的字义教学目标。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注重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因此，我们要强调要培养农村小学生的自学能力，以
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农村小学语文识
字教学的重要转变，代表了新时期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改
革的努力方向，这才是通向农村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大
道”。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