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模板6篇)
在竞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展示出我们的领导才能和团队合
作精神。我们应该如何针对不同岗位的竞聘要求进行有针对
性的准备和展示？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竞聘范文，仅供
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一

贾老师是我的拉丁舞老师。她一头精神靓丽的短发，身材高
挑，一举一动都充满风韵。虽然她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但
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仍然十分有气质，笑起来充满亲和力。

贾老师不仅漂亮，而且很关心学生。记得四年级的夏天，我
自己骑自行车去上舞蹈课。天很热，我穿着及膝的裙子，因
为担心裙子夹进车轮，我不时低下头检查。突然“哐”地一
声，自行车撞到了坚硬的人行道上，车倒了，我也“飞”到
了一米外的地方。我还没缓过神来，感觉膝盖火辣辣地刺痛。
我看看身上，尽是擦伤，尤其是膝盖以下一大片，慢慢渗出
了殷红的血，被土和沙子混成了褐红色。我艰难地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土，扶好车，一瘸一拐地走向舞蹈教室。

来到教室换好舞鞋，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等待上课。练习
时，新教的动作我一直做不到位，加之疼痛，我不觉间眼里
噙满泪花。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在中场休息时轻轻坐到我
身边到我身边，贴心地问：“怎么了？动作不熟，我们慢慢
练，不要伤心！”我把腿上的伤口给老师看，老师看着我的
伤口，表情忽然严肃起来，眼中满满的着急：“怎么弄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听到老师的话，同学们纷纷凑来看
我的伤口。“其实没多大事……”“小静，你骑着你的车赶
快去附近的`药店，买瓶消炎的碘酒、棉签或是棉球，再买点
创口贴……”说着掏出钱塞给小静，并仔细嘱咐着，“你速
去速回啊！”



老师安排我到一旁坐好，停止了上课，坐在我身旁询问着我
摔伤的过程。她拿起碘酒，轻轻拧开，用棉球蘸着小心翼翼
地帮我清洗着擦伤。老师表情专注，边擦边嘱咐着我：“疼
的话忍一下，以后做事要小心，受了伤多疼啊，夏天热，伤
口一定要妥善处理，不然会化脓的。”上好药，老师给妈妈
打了电话，让我坐在一边，她继续给同学们上课。等到妈妈
来接我放学时，贾老师又细心地跟我妈妈嘱咐了好多。看着
老师慈爱的目光，一股暖流不禁涌上我心头。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合作学习习惯养成：认真倾听。

课型：自学探究+合作交流+展示提升

总课时数：1备注：

学习目标：

1、通过正确、有感情地读书，我能明白怀特森老师给每个同
学不及格的目的。

2、在读书和思考中，我能懂得“凯蒂旺普斯”在“我”的同
学中代表的意义。

一、预习检测（3分钟）

金钥匙：2人小组检测；书空易写错的字，认读字词，说课文
大意，交流对课题的理解或质疑。

1、初读课文，我发现容易写错的字有：。

难读的字词有。



感知到课文大意。

2、我对题目的'思考是：

抓重点词句填写

二、自学探究（5分钟）

1、完成表格抓住重点词句进行感悟

培养过程巧妙做法目的

第一次测试（给每个同学不及格，记在成绩册上）

以后每节课（带领学生进行不寻常的探索）

联系全文并拓展想象

2、“凯蒂旺普斯”一词在课文中一共出现了次，

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是指，

而第三次在“我”的同学中则代表着。

小组因我而精彩

三、合作交流（5分钟）

金钥匙：

1、每组4号先交流，其余3人认真倾听，随时补充或纠正；

2、见解相同举手通过，有争议时由组长组织全组成员讨论交
流，形成共识。



3、记录员运用速记法整理和记录本组学习成果。

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四、展示提升（10——15分钟）

1、展形象：声音洪亮，站姿挺拔，自信大方。

2、展内容：讲解清晰，重点突出，组间补充。

五、课堂检测：（3分钟）

1、对照“学习目标”自我反思，完成的在目标后面选择星级，
奖励自己。

2、本课学习我做到了倾听，思考（），交流（），合作（），
展示（），汲取（）。

3、本节课我对自己的表现评价是（优秀，良好，一般），我在
（）方面表现还不够，需要继续努力。

读了课文，我有收获哦!

六、“我的视角”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训练从课文中准确获取信息并进行概括的能力，能够基本
把握文章的大致意思和结构。

2、领会安妮·莎利文对学生的深沉的爱和科学的教育方法。

教学重点：



目标1

教学难点：

理解莎利文老师独特而科学的教育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讲授海伦·凯勒的故事。（要求学生记录要点，课后结
合自读提示和文后的方框内的短文，查找课外书，整理成一
篇探究海伦取得成功的原因的短文。）

海伦·凯勒，1880-1968，美国作家、演讲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她出生后19个月，就丧失了视力和听力，而且变成
哑巴。后来，她的父母亲要求当地的盲人学校给予帮助，该
校派莎利文老师到她家里协助，海伦借触摸的方法学会了聋
哑语言，她利用点字系统学会了阅读，又用一种特殊的打字
机书写。十岁时，学会了说话，后来在剑桥女校求学，19读
大学，19她大学毕业，并和莎利文老师合作她的自传《我的
一生》，此书一出，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她的故事不但感动
和激励着千百万的残疾人，也使无数的正常人为之震憾，使
他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此后，她又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
她经常来回演讲，写了数本书，1927年她开始为美国盲人基
金会募捐，致力于盲人事业。出版了《我的宗教》一
书，1930年出版第二本自传《中流》。她被人们称为美国女
英雄。

二、快速阅读全文，思考：

1、莎利文老师是教了海伦什么，是怎么教的？并根据这一点
粗略理一理文章的思路。



2、划出写海伦感受的`词语。

三、讨论

1、海伦在学习方面有哪些不利因素？请对比自己谈谈你的看
法？

——身有残疾，又聋又哑又盲。

2、莎利文老师是教了海伦什么，是怎么教的？她的教学方法
有什么优异之处？

——通过实物接触和理解教法，教会海伦认识具体事物和抽
象事物，认识自然界。

3、莎利文老师是怎样一个老师，是从文中哪些语句看出来？

——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有良好的教学方法。

四、朗读1-3自然段

1、这三段文章写了什么？

——莎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为我打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
把我从黑暗引向光明。

——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与乐趣，求知的欲望与乐趣。

五、朗读最后一段

点拨：如果说前一篇课文里面，饱含魏巍对蔡芸芝先生的感
情是依恋、思念、热爱的话，从这一段看来，海伦对老师的
感情主要是什么？从哪些句子或词语中看出来的。

——感激爱戴之情。



六、总结：

——前一篇是选择七件事，从课内到课外，从平时到假日，
从校内到校外，表现老师的温柔、慈爱与公正以及学生对老
师的依恋与思念，而此课也是具体选择三件事去表现老师的
爱与教学方法及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两篇文章一中一外，
一是正常儿童，一是残疾儿童，都是选择典型事例来表现，
两篇文章的结构大体相似。

七、作业

课外再阅读几遍课文，思考：海伦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并把
思考的结果写成一篇短文。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四

《一个这样的老师》它叙述了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运用“故
弄玄虚策略”，教会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了一
个对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独具一格的老师形象。学完这
篇课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小编分享的一个这样
的老师读后感，大家一起来学习下吧。

今天，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读了《一个这样的老师》这篇课文，
他的题目很吸引我，老师除了教学生上课还能干什么呢？我
很好奇！

文中讲的是一个教科学叫怀特森的老师在课上教他的学生认
识了一种叫做“凯蒂旺普斯”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而绝迹的一种动物，还讲了这种动物的特征、夜间视力、皮
毛的颜色，以至于学生们没有发现其中的疑点，所有的学生
在这次测试中都得了0分，通过这件事，同学们懂得了：书本
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
正确的。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用事实、科学的方法，纠正错
误，并且应当有坚持真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



“新怀疑主义”。

我认为文中的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真正教会学生学习和怎样学
习的老师，而他的教学方法也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且在怀特森老师的教育下，他们有了敢质疑老师的胆量，
这种教学方法和这样的胆量，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有。()

读了《一个这样的老师》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希
望有人能改变一下中国的教育方法，不然，也许中国真的会
灭亡！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五

阅读课文的教学，常常不被语文老师所重视。大家仿佛都有
这样的“共识”：看语文教学的水平，还得看讲读课文。其
实，作为语文课文的基本类型之一，阅读课文的教学自有它
特有的教学规律与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何处理好阅读
课文教学中“读”与“讲”的关系，如何把握好老师在教学中
“讲”的“度”，更能看出一位语文老师的教学水平。



《一个这样的老师》是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的一篇阅读课文。
文章通过“我”和“我的同学们”的一堂科学课的经历，描
写了一位极具个性的科学课老师怀特森先生的形象，引导学
生从小培养 “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的科
学精神。课文从语言到内容，不是很难。姚老师经过了精心
的准备，给听课者展现了一个本色课堂。课文虽然简单，却
被姚老师演绎的风生水起，整个课堂朴素、精彩、高效，更
重要的是廓清了大家对阅读课文教学的认识。

课文的阅读教学，是大家评课时争论的焦点。大部分老师认
为阅读课文的教学，应主要由学生去完成，以读为主。应该
说这样的看法，曾一度是阅读教学的主流观点。而我认为，
不管是讲读课文还是阅读课文，老师的讲与学生的读总是相
互渗透的，从来就没有只讲不读的讲读课文，也从来没有只
读不讲的阅读课文，取消“独立阅读”这种课型、把它改为
课外阅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部分老师之所以有“老师
讲的偏多”的感觉，是没能区别“讲授”与“引导”的不同
作用，而这，恰恰应该是本堂课最为成功的地方。授课老师
为了解决好“读什么”、“怎么读”、“读后你学到了什么、
懂得了什么”几个问题，根据情节的展开，在重要的关节点
上设计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问题，如“测试卷发下来后，我
们有怎样的感受？”，“怀特森先生为什么要这么
做？”“这以后对科学课我们有了怎样不同的感受？”等等；
为了让学生在阅读中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与主旨，我们衡量
一堂阅读课的教法是否得当，不是看到底老师说了多少话，
关键要看老师的话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果老师所讲能激起
学生阅读的兴趣，能激起学生在阅读中主动思考，即是老师的
“讲”是为了调动学生的阅读学习的主动性，那么，在阅读
课文的教学中，这样的话不是“多余”，而是“必需”。我
们衡量一堂阅读课文的教学是否高效，不仅要看学生“读”
的效果，还应适当关注“听”、“说”、“写”等方面语文
素养的培养。而只要解决了“读什么”——读需要读
的、“怎么读”——读是有技巧的、“读后你学到了什么、
懂得了什么”——学到的是语文的知识技能、懂得的是课文



的人文精神等几个问题，这堂课就是成功的。

对怀特森先生的形象塑造的分析，评课老师也有较大的分歧。
有的认为应该有必要的分析，不管是阅读课文还是讲读课文，
让学生学到语言表达的技巧都应是目标之一；有的认为更应
让学生在读中去感悟，没必要讲的那么明白。课上，授课老
师设计了“怀特森先生都做了什么”、“怀特森先生为什么
这么做”、“我们对怀特森先生的看法前后产生了怎样的变
化”几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零分卷”时的感
受，“这时你对怀特森先生有怎样的看法”，让学生在反复
的阅读中体会，并把自己感受表达出来，欲扬先抑，并
把“抑”的工作做到了极致。这样的处理，我认为是恰当的，
不但让学生有了充分的阅读，一个个性十足的科学课老师的
形象也非常清晰。其实，这正是语文教学的一种趋势，讲读
课中有阅读，阅读课中有讲授，阅读，已成了语文教学中必
不可少的手段。讲读课教学中那种条分缕析式的讲授分析，
正逐渐远离新课程环境下的语文课堂。

当然，阅读课与讲读课的教学应该是有区别、各有侧重的，
讲读课侧重于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教学目标，阅读课侧重于
学生在阅读中整体感悟进而完成教学目标。把阅读课上成了
讲读课显然是不可取的，但阅读在语文课堂的作用与地位，
必定会有更大的提高。这，应该代表了语文教学发展的一种
趋势。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反思篇六

《孟子语录》公开课教案1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有关孟子和孟子的思想；掌握文中重点
词语的含义。



2、过程与方法：熟练的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准确
掌握课文主旨。

3、情感、态度、价值观：准确理解“舍生取义”的思想内涵；
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

教学重点

感知课文，掌握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准确理解“舍生取
义”的思想内涵。

教学难点

“兼得”和“舍生取义”二词的理解。

教学过程

一、师范读，生体会。

二、介绍相关资讯：

1、作家作品：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人。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
再传弟子，战国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散文家。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
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

2、题目赏析：本文选自《孟子·告子上》。本文就以“鱼”和
“熊掌”作比喻，巧妙的回答了人在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应该
如何作出正确选择的问题。

三、再读课文，积累相关词语。



四、师生一起赏析课文，掌握关键词语。

五、师生交流，小组合作写出文章结构提示：

六、生合作探究后总结文章主旨：

本文是孟子的一段语录，以鱼和熊掌设喻，说明舍生取义的
道理。

七、处置课后习题。

八、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

鱼

熊掌

生

义

舍鱼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名轲，自子舆。战国时邹国
（现山东邹县）人。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以后
的儒学大师，被尊称为“亚圣”，后世将他与孔子合称
为“孔孟”。《孟子》是孟子与他的弟子合著的，内容包括
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个性修养等。全书分
《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
《尽心》等七篇。本文选自《孟子·告子》，原文如
下：“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



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
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
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