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汇总8篇)
公益活动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如何将公益活动与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让我们一起思考。
阅读这些公益总结范文时，不仅可以了解到公益项目的具体
情况，还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爱心和温暖。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一

记得上这一篇课文我准备得还比较充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
钻研教材到很晚。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要求一节课结束。在
短短的40分钟内完成教学任务，困难比较大，而且这篇课文
比较长。怎么办？抓住教学重点和难点，精选教学内容！首
先，我已经提前布置学生预习了课文，把认识生字的问题解
决掉，把课文读正确流利。其次，对教学内容要有取舍，不
能面面俱到，要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疑难所在取舍教学内容。

一开始，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切入到课文：清明节，我们缅怀
先烈，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在过草地的时候，有一件感
人至深的故事——《金色的鱼钩》。我让学生跟我一起板书
课题（目的是注意“钩”的写法）；如何读题目，哪个词语
应该读重一点？学生有说“金色”，有的说是“鱼钩”，我
让他们试着读一下，他们发现还是应该重读“金色”。看到
题目，你有什么问题？有学生举手问：“为什么这个鱼钩是
金色的呢？”还有一个同学问：“为什么用‘金色的鱼钩’
作为题目呢？”我对他们敢于提出问题表示赞扬。随后，进
入初读了解大意，提出自己困惑的阶段。我给了学生比较充
分的时间，大约10分钟左右。学生概括大意的积极性不是太
高，举手的仅一、两个。下面让学生提出自己阅读中的困惑。
有一两个学生重复了刚出示题目时的问题，即课文最后一句
话的理解；另外有两个问题是对课文中句子的理解：1、我端
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为什么有千斤重？2、还



是这一节，最后一句“……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
我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我让学生联系上下文
读书，然后小组合作学习解决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的还有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
的……”这个最后的省略号表示什么意思？一个学生认为是
语意未尽，另一个学生马上反对，认为是说话被打断，因为
下文有我打断说的话，应该是说话的省略。我当时都肯定了
他们的观点。但是现在想想，不应该是语意未尽，第二种观
点更有根据。学生的这几个问题解决掉，时间只剩下4分钟。
我预设的几个问题只好搁置起来，例如，课文是抓住老班长
的什么来表现他的精神的？把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深情地朗读
出来。……最后，我回到课文最后一节，结束了一堂课的教
学。

我在反思，略读课文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处理？是全部在课堂上解决，
还是部分解决？如今天，把学生的全部问题放到课堂来解决，
就出现自己预设的一些重要的教学内容被耽误掉的情况。看
来，要客观看待学生提出的问题，要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梳理
和归并，对于个别的问题（远离教学目标的）可以让他们课
外去解决。要把学生的问题和自己预设的问题整合起来。这
就需要教师具备灵活的教学机智，这一点我还做得不够需要
进一步提高。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二

《金色的鱼钩》在冀教版第九册语文课本上的一篇略读课文。
在教学《金色的鱼钩》这一课的`过程中，我注重了朗读教学，
要求学生找出感受最深的部分进行朗读，并谈谈为什么要这
样读。

在教学活动中，我也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当读到“老
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时，我说：“老
班长为了照顾三个伤员走出草地，自己啃鱼骨头，直到眼睛



看不见了，还摸索着为伤员挖野菜，为了伤员他快耗尽了自
己全部的生命。如果你是伤员，面对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会
有怎样的感受?谁来试读一下?”

深情发自每个人的肺腑，深情也打动着课堂里的每一个人。
抓住朗读这个环节，让学生读好，加深感悟，教学效果已经
一目了然。由此，我觉得情感丰富的文章，不仅要多读，而
且要读出感情，读出韵味，才能使学生真正受益。

《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篇幅较长，故事性强，在学生初步
了解了课文内容之后，我只设计了两个问题：

1、自读课文，把感受最深的地方多读几遍。

2、把感受最深的片断读给大家听，并说说为什么感动：

这两个问题给了学生阅读、思考、表达的最大空间，学生有
机会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内容来表达。这样，让学生自主读
书，自主表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堂课，学生能自由地默读，自由地朗读，自由地感受，自
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学生有了自由，就有了灵性，就会
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三

一直以来，上每一堂课我都要求是全员参与，并且也在尽力
地去做好它。一般在课上，只要学生愿意回答问题的，我都
会给予满足，一些不太愿意的有时也会“硬逼”着他来回答，
我坚信只要多叫几次，他也会慢慢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的。
但今天的这堂课让我发现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

《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很长，但很多地方描写得很精彩，
需要学生的朗读加以感化。此时，王贝妮举手了，于是便叫



了她。听完她的朗读，使我吃惊不小：她的朗读真不错，我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还自认为让全员参与，哎，真是太大意
了，惭愧！让同桌来评价一下她的朗读水平，他说：“我跟
她已经是几年的同学了，我发现她的朗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高。”也正因为同桌的鼓励，王贝妮举手的频率更是上升了
很多。此时的我更是羞愧难当。已经大半个学期都过了，我
才发现她。如果早一点发现，我想王贝妮会提高得更快，责
任全在我。对不起王贝妮！对不起至今还被我遗忘的学生！

班级中五十二位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格。
很多时候，总是被那些外向型的学生所“蒙蔽”，过多地去
提问他们，引导他们，从而忽略了对内向型学生的教育，只
是让他们呆呆地坐上一堂课。其实每一次的提问，对学生来
说都是一次不小的锻炼、一次不小的考验。外向型的学生往
往很活泼，致使老师的目光更多地倾向于他们，他们就得到
锻炼;而内向型的学生，由于天生不爱说话，不爱发表自己的
意见，老师一个疏忽，就失去了一次机会。

关注那一部分学生，尤其是还不曾被我们发现的学生，多给
他们机会，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关注需要耐心，一
次两次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只要坚持，我想你必将会
有新的发现。一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一位学生，可能对
一个班级来说他只是其中的百分之几，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他却是百分百。”多去关注学生，关注每一位学生，对学生
负责，对家庭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明天的任务就是在课堂上去看一看还有没有被自己遗忘的学
生，如果有，那就应该“亡羊补牢”了！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四

《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是人教版新课标小学五年级语文下
册第四组15课。课文中作者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
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内心世界。《金



色的鱼钩》的语言朴实，像讲故事一样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
叙述，表达了对老班长的深切怀念。当我教学完这篇课文后，
自己静下来进行对自己的教学反思一下，我体会到以下四个
方面。

1、《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
的一件非常感人的故事。因此在教学本课之前，我先交代学
生查阅历史资料，了解故事背景，为理解老班长的高尚品质
奠定基础。并且提示学生联系《长征》这首诗，根据自己的
了解讲一讲长征的时间、经过的省份和一些重要的战斗等，
使学生更加深入的认识长征。

2、《金色的鱼钩》篇幅较长，故事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
我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要求学生初读课文时，
入眼看得快，入脑想得快，边读边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的题目是“金色的鱼钩”，这个鱼钩真的是金色的吗?作
者为什么说“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
色的光芒”

3、在快速阅读的基础上，学生大概理解了课文内容，我再要
求学生把感受较深的部分有感情地多读几遍，并把自己心中
的感受写在旁边。之后，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把感受最深的
部分读给大家听，并说说自己为什么受到感动。

4、这篇课文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进行细
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教学中我有意
识地为学生在读写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学生从读学写。如，
课文中几次描写了老班长的神态，从课文中画出有关语句读
一读，思考这几次描写老班长的神态有什么不同，你能从中
感悟到什么?从而使学生领会神态描写对反映人物精神品质的
作用。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金色的鱼钩》，让我尝试到了新课标的一点成功的乐
趣。在教这一课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了朗读教学，要求学
生找出感受最深的部分进行朗读，并谈谈为什么要这样读。

在教学活动中，我也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当读到“老班长，
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时，我说：“老班长为
什么照顾三个伤员走出草地，自己啃鱼骨头，直到眼睛看不
见了，还摸索着为伤员挖野菜，为了伤员他快耗尽了自己全
部的生命。如果你是伤员，这会儿，你有怎样的感受?让我也
试读一次吧!”我哽咽着声音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
也要把你抬出草地!”这时，教室里格外沉静，只见有的学生
在擦腮边的泪水。

这时，我接着说：“老班长的手垂了下来，他耗尽了生命的
全部，眼看着就要走出草地，他不能动了，也不能照顾我们
了。此时，你该用怎样的感情呼唤他呢?”学生们个个情不自
禁：“老班长--老班长--”呼叫声悲痛欲绝，余音在教室里
久久回荡。这时我又追问：“你们为什么多叫一声呢?”“我
们希望喊声能唤回老班长，只有这样读，才能表达对老班长
无限感激之情。”我这是提议，全班同学起立，深情地为老
班长默哀。

深情发自每个人的肺腑，深情也打动了课堂里的每一个人。
抓住朗读这个环节，让学生说好，加深感悟，教学效果已经
一目了然了，由此，我感到，文质兼美、情感丰富的文章，
不仅要复读，而且要读出感情，读出韵味，才能使学生真正
受益。

我觉得这堂课好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读课文，把感受最深的地方多读几遍。



2、把感受深的片段读给大家听，并说说为什么感动?

这两个问题给了学生问候、思考、表达的最大空间，学生有
机会自由说、自立表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堂课，学生自主地投入阅读实践，一遍比一遍好，感悟一
次比一次深。

教师的范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具对于文中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韵味”、“神采”、“风格”等，通过朗读传
递给学生，可收到以声示范、以情激情的功效。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六

《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生动感人。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
动作、神态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
内心世界。作者语言朴实，像讲故事一样按照事情的发展顺
序叙述，表达了对老班长的深切怀念。我在教学中注意如下
几个方面：

１、本文描写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此我提前让学生查阅历史资料背景，为理解老班长的高尚
品质奠定基础。

３、在初步理解文章之后，我再让学生把感受较深的部分有
感情地多读几遍，并把自己心中的感受写在字行句间。之后，
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把感受最深的部分读给大家听，并说说
自己为什么受到感动。

４、这篇课文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进行
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教学中我有
意识地为学生在读写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学生从读学写。如，
课文中几次描写了老班长的神态，从课文中画出有关语句读
一读，思考这几次描写老班长的神态有什么不同，你能从中



感悟到什么？从而使学生领会神态描写对反映人物精神品质
的作用。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七

《金色的鱼钩》是一篇略读课文，描写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发
生的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课文用《金色的鱼钩》做课题，
意义深刻。“鱼钩”记录着老班长的英雄历程，闪耀着老班
长金子般的思想光辉，象征着老班长崇高的革命精神永垂不
朽。本文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受到忠
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品质教育，学习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动
作、神态，展现了人物内心的表达方法。训练简要复述故事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文的教学重点是体会
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难点是理解“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
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这句话的含义。

在这个环节中，学生的'学习兴致很高，讨论的也很热烈，与
平常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合作展示。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各派一
名代表上台来展示本组自主学习的成果，老师给予适当的评
价。这个环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自我展示的平台，
让学生畅所欲言，这样在课堂上，学生有了展示自我的欲望，
迸发出了创造的火花，树立了学习的自信心。事实证明，学
生的表现出奇地好，他们的发言简直可以用“妙语连珠”来
形容。

三、提升小结。这个环节既是老师对课堂情况的总评，也是
课堂的延伸。当学生谈了自己在这堂课中的收获时，我适时
地总结了一下，并提了一个要求。我是这样说的：在长征途
中，还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请同学们课后去搜集，我们
准备组织一次长征故事会。几天后，这个故事会开得很成功，
同学们都踊跃上台，争着讲述自己搜集到的故事。



教学中，我们不仅把课堂主动权还给了学生，还提高了课堂
教学效率。在以前我上这类课文时，要么叫学生自己读课文
自己解决课后习题，要么直接将课后习题的答案告诉学生。
这两种做法都存在许多弊端，前者是一味的放，让学生在读
课文和做习题时增加了难度，对课文的理解不够深入到位，
往往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一遍，两遍……老是不对，结果
搓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后者则没有充分地给学生读书和思
考的时间，只是被动地接受答案，并不知道课文里讲了些什
么，问题的意思是什么?久而久之，学生养成了依靠老师说答
案的懒惰思想，不再主动地朗读课文、思考课后习题。而运用
“自主式五步”教学模式避免了这个弊端。

另外，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是
在课堂上，没有给学生自由的空间去质疑。这样，就使得学
生对知识的学习还不是那么主动。记得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
如果学生无所疑，无所惑、无所求，那么，老师的启发是不
会生效的。所以，我觉得要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作
为主导的老师还应该给他们质疑的机会。

六下金色的鱼钩教学反思篇八

《金色的鱼钩》在冀教版第九册语文课本上的一篇略读课文。
在教学《金色的鱼钩》这一课的过程中，我注重了朗读教学，
要求学生找出感受最深的部分进行朗读，并谈谈为什么要这
样读。

在教学活动中，我也不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当读到“老
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时，我说：“老
班长为了照顾三个伤员走出草地，自己啃鱼骨头，直到眼睛
看不见了，还摸索着为伤员挖野菜，为了伤员他快耗尽了自
己全部的生命。如果你是伤员，面对奄奄一息的老班长，会
有怎样的感受?谁来试读一下?”

深情发自每个人的肺腑，深情也打动着课堂里的每一个人。



抓住朗读这个环节，让学生读好，加深感悟，教学效果已经
一目了然。由此，我觉得情感丰富的文章，不仅要多读，而
且要读出感情，读出韵味，才能使学生真正受益。

《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篇幅较长，故事性强，在学生初步
了解了课文内容之后，我只设计了两个问题：

1、自读课文，把感受最深的地方多读几遍。

2、把感受最深的片断读给大家听，并说说为什么感动：

这两个问题给了学生阅读、思考、表达的最大空间，学生有
机会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内容来表达。这样，让学生自主读
书，自主表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堂课，学生能自由地默读，自由地朗读，自由地感受，自
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学生有了自由，就有了灵性，就会
迸发出创造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