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模
板8篇)

环保标语是在保护地球环境、传递环保理念的同时，通过简
洁有力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符号。如何设计一个有创意、有感
染力的环保标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下面，我们为大家
推荐一些环保标语，让我们一同关注和传播环保理念。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鲁迅先生的文章，一直是我不敢开口讲的作品，因为自己知
识浅薄，怕讲不好，几次教过这篇文章,感觉难度不小。

鲁迅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主题较深，加之时代变迁，很难
吸引学生。这样长且难的课文，多讲只会造成师生疲惫，费
时而难见实效，如何短时高效地完成授课任务，如何深入浅
出地引导学生理解文章，颇让人挠头。

在此次教学中，我将熟悉、解决疑难字词、了解基础事件等
内容放在第一课时，阅读分析为一课时，力求实现长文短教。
其次，我暂时避开了对文章深层主题——爱国的教学，转向
对事例的分析，让学生自己找事例自行剖析，因为分析单一
事例与理解主题相比难度低了不少。

上课之前，让学生细读课文，列出文中所学事件，要求他们
用简洁的语言说出来。（学生通过阅读，不难找出事件主要
有14点。）接着，我让学生根据这14件事与刻画人物的关系
分成三类，并分别说说不同类别事件的作用。

学生对于第一类事件的作用多能掌握，可在了解第二类事件
的作用时，费了不少周折，但经点拨，很快就明白。尤
其“惜别”几节中，比较直白的感情流露，鲁迅善意的谎言，
学生还是能理解的。他们不仅明白事件的.作用，也理解了作



者这样写的原因——皆为抒发作者对藤野先生的一片无法言
表的真情。

在第三类（1—3、10—11）的事件里，没写藤野先生，似多
余之笔，但在这些自然段里，却解释了见藤野先生的原因
（即弃医从文），或者说，令藤野先生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
即为文中提到的电影事件。（学生立即活跃起来。）至此，
本文的选材及材料的作用基本理清。

有的学生回答为：以藤野先生其人为线，全文写见藤野学生
的原因——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与藤野先生惜别——别后
忆藤野先生。也有学生认为：以作者折爱国情感为线索，学
医是爱国；弃医从文也是爱国的表现。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今天，上的《藤野先生》两个班都是一节课完成。第二个班
上的时候，时间竟然还挺宽裕。以前都是两节课完成的。是
上课成熟有的放矢，抓住重点了，还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
我恐怕得好好反思：第一，不知道学生读预习的情况如何，
也不知道学生的疑问在哪里，也没有基础知识的检查。只是
抓住了考试的重点来讲的。

学生的读，如何读，如何读的有效果，有层次，有感情，一
直是我引导的瓶颈。想想可以给学生提示指导的，如：能表
现人物品质的词语应该重读，有了这样的指导然后自己再读
一读，找同学读一读试试有没有效果，然后大家一起读一读
试试！

对课文的段落划分（认识藤野之前，相处的时候，分别之后：
去仙台前，在仙台，离开仙台后。这两种思路我觉得可以这
么分，有待熟虑呵呵）

最后记下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以期将来当参考和做反思。



由学习写人记事类的文章的方法进入这节课的学习，通过事
件了解人物的性格品质，从而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我和
藤野先生相处的四个事件来表现其品质，表达我对藤野的敬
意和感激。（其中添改讲义这一段重点讲，通过咬文嚼字的
方法）

作者的爱国情感开头一段重点理解。（只会让学生齐读，这
种方式总是单调，有头无尾，或者没有层次感。可否这样：
先找一个同学读一读，注意看能否体会到作者的情感，从哪
些词句中感受出来的带着这样的情感自己读一读，找个同学
再读一读或者齐读看效果如何。应该不会让课堂显得干巴巴
的）还有这么几个句子注意体会（大概……；中国是弱
国……也无怪他们疑惑，他们拍掌……他们何尝……这些句
子重点理解体会，）体会作者浓浓的爱国情，适当补充背景，
再来体会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情感态度，达到深化！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今天教学《藤野先生》一文，拟打算：

一、学生课堂预习（约15分钟，提出预习要求）；

二、小组讨论交流自己的阅读心得（现在的小组合作交流没
有开展好）；

三、让学生说说自己的阅读心得；

四、提问：你眼中的藤野先生是怎样一个人，请结合事例说
明。

五、文中还有些事例看似与藤野先生无关，这是闲笔吗？

六、全文主题探析，结合语言分析。



七、学生质疑；

八、检测巩固。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藤野先生》在三课时的学习中，画上圆满的句号。自己的
习惯是，同一篇课文，每一年都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讲授给学
生。【《藤野先生》教学反思5篇】《藤野先生》教学反思5
篇。总是希望有不同的尝试，既是给学生和自己以新鲜之感，
更要给自己一个补充能量的一个过程。因此，自己在讲授这
篇经典的回忆性散文时，并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进行授课。

今春开学，便进行了新的尝试。

自己将本文设置成三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进行字词、课文的梳理工作。从课文中的“我”
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并分析藤野先生的人物形象。

第二课时，抓住课文中的感情来理清“我”的思想历程。

第三课时，集中分析本文的语言特色。

三课时，有的放矢，侧重点不同。第一课时，侧重于整体掌
握和理解课文；第二课时则侧重于本文在选材典型并能抓住
人物的特点来刻画人物形象的特点；第三课时，则侧重于抓
装爱国之情”这一条主线来分析“我”的弃医从文的原因。

自己事先将明天要讲的内容告知学生，让学生回家也要和自
己一样的备课。从字词开始，到课文的分析，都是如此进行
的。这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实践生本教育的思想，一切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来授课。



通过第一课时，重点的内容落实到基础知识和整体感知上。
通过小组内部的合作，交流，让学生自己在交流的过程中从
别的同学那里学到知识，在各个小组间的交流，让更多的学
生能够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

从实施的效果看，似乎还不错。但是眼前的欣喜不代表着真
正的效果好。更多的效果要从实践中检验。白居易不是说：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要七年期吗！我们从小学习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今年的教学，我做了改变。授课前通过小组内部的合作交流，
将各自分散的信息进行汇总，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之后选择
代表轮流发言。

说到这里，还要提到小组的分配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发现
总是每组总是那几个同学在发言，而其他的人则好像没有事
情的人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每组四
个人，每天一个人为对外发言人，其他人作为秘书，帮着准
备第二天换另一个，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有一次当发言人的
机会，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他同学似鸭子听雷的现象。

其实能够将小组合作正真地起到它的作用，也是一个问题。

在讲这个课时时，通过整理“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的事例，
就能够发现藤野先生的伟大之处。在分析的过程中，就会讲
到选择典型材料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这样就联系到写作
上，在众多的纷繁的材料中寻找到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写一
个我们身边非常有特点的人物。

第二课时，主要是分析文章的另一条线索：爱国。通过学生
寻找能够表现“我”爱国的句子，来分析我的思想历程。这
个过程中，结合着“我”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表达着我对他
的思念与感激。



第三课时，我将重点放在了语言的分析上，这也是为了能够
让学生学习鲁迅先生的语言风格，更希望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基于此，我给学生布置作文片段练习：写一个身边的熟知的
同学———王阳昕。

结果学生写的是非常的好。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通过选取
典型的材料，将人物刻画得情态毕现，栩栩如生。

整体上说来，自己这样讲《藤野先生》，条理清晰，层次分
明，两条线索并驾齐驱，又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使学生能够
学到不少知识。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藤野先生》在三课时的学习中，画上圆满的句号。自己的
习惯是，同一篇课文，每一年都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讲授给学
生。总是希望有不同的尝试，既是给学生和自己以新鲜之感，
更要给自己一个补充能量的一个过程。因此，自己在讲授这
篇经典的回忆性散文时，并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进行授课。

今春开学，便进行了新的尝试。

自己将本文设置成三课时完成。

第一课时，进行字词、课文的梳理工作。从课文中的“我”
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并分析藤野先生的人物形象。

第二课时，抓住课文中的感情来理清“我”的思想历程。

第三课时，集中分析本文的语言特色。

三课时，有的放矢，侧重点不同。第一课时，侧重于整体掌
握和理解课文；第二课时则侧重于本文在选材典型并能抓住
人物的特点来刻画人物形象的特点；第三课时，则侧重于抓住



“爱国之情”这一条主线来分析“我”的弃医从文的原因。

自己事先将明天要讲的内容告知学生，让学生回家也要和自
己一样的备课。从字词开始，到课文的分析，都是如此进行
的。这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实践生本教育的思想，一切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来授课。

通过第一课时，重点的内容落实到基础知识和整体感知上。
通过小组内部的合作，交流，让学生自己在交流的过程中从
别的同学那里学到知识，在各个小组间的交流，让更多的学
生能够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

从实施的效果看，似乎还不错。但是眼前的欣喜不代表着真
正的效果好。更多的效果要从实践中检验。白居易不是说：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要七年期吗！我们从小学习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今年的教学，我做了改变。授课前通过小组内部的合作交流，
将各自分散的信息进行汇总，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之后选择
代表轮流发言。

说到这里，还要提到小组的分配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发现
总是每组总是那几个同学在发言，而其他的人则好像没有事
情的人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每组四
个人，每天一个人为对外发言人，其他人作为秘书，帮着准
备材料。第二天换另一个，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有一次当发
言人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他同学似鸭子听雷的现象。

其实能够将小组合作正真地起到它的作用，也是一个问题。

在讲这个课时时，通过整理“我”和藤野先生的交往的事例，
就能够发现藤野先生的伟大之处。在分析的过程中，就会讲
到选择典型材料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这样就联系到写作
上，在众多的纷繁的材料中寻找到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写一



个我们身边非常有特点的人物。

第二课时，主要是分析文章的另一条线索：爱国。通过学生
寻找能够表现“我”爱国的句子，来分析我的思想历程。这
个过程中，结合着“我”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表达着我对他
的思念与感激。

第三课时，我将重点放在了语言的分析上，这也是为了能够
让学生学习鲁迅先生的语言风格，更希望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基于此，我给学生布置作文片段练习：写一个身边的熟知的
同学。

结果学生写的是非常的好。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通过选取
典型的材料，将人物刻画得情态毕现，栩栩如生。

整体上说来，自己这样讲《藤野先生》，条理清晰，层次分
明，两条线索并驾齐驱，又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使学生能够
学到不少知识。

文档为doc格式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六

1、教学设计过多的考虑教学过程的完整性，有些急于呈现一
节优质课，对学生的知识接受、学生的理解能力考虑太少，
所以课堂容量太大，知识点的落实不好，课堂上变成我引领
学生，而没有尊重以学生的主体的地位。

2、在教学过程中，我有些着急，因为教学过程没有按照我自
己所预想的，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把握没有我预想的好，所以
教学中着急，对于孩子问题的回答也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价，
缺少激励性的语言。

3、不能立足于学生，给学生思考时间，也没有给学生沉淀知



识的时间，所以感觉每个知识点的'完成，没有平时课堂上学
生给我的“老师，我们会了”这种感觉。因此，我认识到不
能为了课堂的完整，而让学生掌握的知识不透彻，在课堂上
要以学生学会知识为主。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七

对于此文我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教学目标有三：简单了解
鲁迅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根据地点转换，理清文章的段落
结构；分析藤野先生形象，学习本文选择典型事例突出人物
品质的手法。教学过程如下（简）：一、复习之前学过的鲁
迅课文作为导入；二、创设情境：学生简单了解鲁迅写作此
文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三、根据地点转换，
理清文章的段落结构，并对文中的重要词语和语句，特别是
鲁迅带有讽刺和抨击意味感情的相关语句进行分析：清国留
学生的丑态，“标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大概是
物以稀为贵罢”；四、小组讨论交流，找出文中记叙了与藤
野先生相处的那几件事，表现了他的什么品质；五、布置作
业。第二课时教学目标有二：分析理解作者思想变化的原因；
体会本文语言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特点。教学过程如下
（间）：一、找出促使鲁迅思想发生变化的两件事，理解其
变化的原因，联系课文注释以及时代背景；二、体会作者对
藤野先生真挚的感情，联系藤野先生高尚的品格（最让鲁迅
感动的是他没有民族偏见）；三、理清本文的叙事线索，包
含明线和暗线；四、小结；五、布置作业。

第一次教授此文难度颇大。鲁迅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主题
较深，加之暗含其思想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语言讽刺意味
浓烈，并不像意境优美的诗歌，散文之类的文体，很难吸引
学生。课堂上没有把爱国之情这个贯穿全文的主线重点突出，
只是把它分散在多个环节中，比如在思想变化和蓄势线索中
提到了鲁迅的爱国情怀。此外环节与环节之间过度不太自然，
生硬地进行版块式教学。两堂课与学生互动环节也比较少。



今天去听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课，从中学到教学中要实现
“短文长教，长文短教”。对于篇幅较长的文章来说，要提
取精髓，浓缩精华，深入浅出，把“开得最艳丽的花的花
苞”呈现在学生面前。这是我在今后教学中深思之处。

藤野先生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八

《藤野先生》作者鲁迅。这篇课文通过对作者在日本留学期
间同藤野先生交往的生活片段的回忆，赞扬了藤野先生正直
热忱、治学严谨、认真负责、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表
达了作者对藤野真挚和深沉的怀念，以及作者要同反动派斗
争到底的决心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对于此文我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教学目标有三：简单了解
鲁迅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根据地点转换，理清文章的段落
结构；分析藤野先生形象，学习本文选择典型事例突出人物
品质的手法。教学过程如下（简）：

一、复习之前学过的鲁迅课文作为导入；

二、创设情境：学生简单了解鲁迅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以及
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

四、小组讨论交流，找出文中记叙了与藤野先生相处的那几
件事，表现了他的什么品质；

五、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教学目标有二：

分析理解作者思想变化的原因；体会本文语言具有强烈感情
色彩的特点。

教学过程如下（间）：



三、理清本文的叙事线索，包含明线和暗线；

四、小结；

五、布置作业。

第一次教授此文难度颇大。鲁迅的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主题
较深，加之暗含其思想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语言讽刺意味
浓烈，并不像意境优美的诗歌，散文之类的文体，很难吸引
学生。课堂上没有把爱国之情这个贯穿全文的主线重点突出，
只是把它分散在多个环节中，比如在思想变化和蓄势线索中
提到了鲁迅的爱国情怀。此外环节与环节之间过度不太自然，
生硬地进行版块式教学。两堂课与学生互动环节也比较少。

今天去听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课，从中学到教学中要实现
“短文长教，长文短教”。对于篇幅较长的文章来说，要提
取精髓，浓缩精华，深入浅出，把“开得最艳丽的花的花
苞”呈现在学生面前。这是我在今后教学中深思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