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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一

《济南的冬天》是老舍的散文名篇，篇幅短小，构思精巧，
语言优美。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济南的冬天教学
反思，希望能够帮到您!

本周，我校开展了语文教研活动。我对老舍的《济南的冬天》
进行了第一课时的教学。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美文。学习这样的美文，既能让学生
得到语文的滋养，又可以得到审美的陶冶。所以，在本课的
教学中，我主要让学生读美文，赏美文。

所谓“赏美文”，就是对文中的优美语言进行赏析。作
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其语言的精炼、纯净是值得学生
去探究的。同时，作为初一的学生，应该逐渐学习对语言的
赏析。所以，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预设了多个句子，是学生
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学习能力，细细品味这些优美的句子。
如拟人句：“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
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
想的境界?”的品析;比喻句“那点薄雪好象忽然害了羞，微
微露出点粉色。”的品析;重点字词的品析——“镶”(“山
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等。

但是，在整个教学中还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
首先是对文本的研读不够到位。在对阳光朗照下的山和薄雪



覆盖下的山进行教学的时候，我觉得对几个句子的赏析还是
不到位的，如对“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
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
个理想的境界?”这句话的赏析。其实，老舍给读者铺设了一
个很美的意境。可是，我却只是分析了“睡着”“唤醒”的
拟人手法，而忽视了“闭上眼睛”这种优美意境的感受。

第三，是自身引导语的问题。在一年的教学中，我的引导语
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小问题上还是出现了一
些缺陷。比如对薄雪覆盖下的山解读之后，我进行了一个小
练笔。我说：“假如给你一座山，你会怎么写。”这样的引
导语，我自己在课后也觉得很难想象。换个语言，也许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假如让你写你心中的山，你会如何去描
绘呢?”所以，在引导语方面，我还需要不断改进。另
外，“儿”化音的朗读做的不够到位。自己虽然注意到了这
一点，可是，学生在这方面没有感受到。

以上是我在这次教学后的反思。我以为，语文教学是不断发
展的，更需要我不断学习，加强自身的教学能力和语文素养。

《济南的冬天》是老舍的散文名篇，篇幅短小，构思精巧，
语言优美。学习这样的美文，既能让学生得到语文的滋养，
又可得到审美的陶冶。文章先总写了济南冬天的温晴的特点，
再从山和水两个方面分别写济南的冬天，思路清晰，安排有
序。

因此，我在教学设计时，抓住济南冬天的温晴的特点，通过
对山和水的描绘，来抒发老舍先生对济南冬天的赞美之情。

我整体课堂的设计是两个课时，由于之前学过了朱自清的
《春》，学生大致掌握了写景散文的学习方法，因此，我安
排了学生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感受老舍先生对济南的冬天
的热爱之情，运用自己在《春》这一课中学到的写景的方法，
自学这一课。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主要体现了教学的主



体性原则，让学生主动学习。

优美散文的学习如果没有学生读书，或学生读书不充分，那
么，即使教师讲得精妙绝伦，学生也不会有多少收获，更难
有真切的体会。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还应是学语文的根
本。基于这样的认识，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
先是教师范读学生朗读整体感知，再是重点朗读品味赏析，
最后是集体朗读深入体验。在反复朗读中学生既领略了济南
冬天的景色之美，也领略了老舍作品的语言之美。

在课堂讨论中，我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设计了一些问题，如
“济南的总特点是什么?”“济南总特点是从那些方面来表现
的?”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去深入探究作品的语言
美、意境美、情感美。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景物、喜
欢的语句段落来进行品味，给学生以较多的空间，更进一步
激发了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当然，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由于经验不足，一些问题还是
由老师越俎代庖地向学生进行了讲授，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地位，所以今后的教学中还应更多的关注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的发展。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二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美文。学习这样的美文，既能让学生
得到语文的滋养，又可以得到审美的陶冶。所以，在本课的
教学中，我主要让学生读美文，赏美文。

所谓“赏美文”，就是对文中的优美语言进行赏析。作
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其语言的精炼、纯净是值得学生
去探究的。同时，作为初一的学生，应该逐渐学习对语言的
赏析。所以，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预设了多个句子，是学生
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学习能力，细细品味这些优美的句子。



如拟人句：“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
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
理想的境界？”的品析；比喻句“那点薄雪好象忽然害了羞，
微微露出点粉色。”的品析；重点字词的品析——“镶”
（“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等。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三

1、《济南的冬天》是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三单元第二篇
课文。本单元课文都以描写四季景物为主，而且大多出自名
家之手，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意境优美、构思精巧、语言
精美、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学习这些课文，不仅能锻
炼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更能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从而激
发他们热爱美、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本文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济南冬天
天气的温晴，又进一步从山和水具体描绘，抒发了自己对祖
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3、本节核心内容的功能和价值：作为写景抒情的散文，本文
运用了丰富的写景方法和技巧，是同类作品中的典范，更是
学生学习写景方法的最好范例；同时，文中优美的语言、美
好的意境，都足以让学生获得不少的教益。

学情分析

1、学生认知发展分析：由于地域相距较远，学生对济南知之
甚少，但结合我们当地的冬季景物，可以很好地理解本文内
容。另外，学生活泼好动，善于思考探究，有利于课堂上的
合作学习与互动交流。

2、学生认知障碍点：本文内容较易理解，对学生来说，比较
困难的是：抓住事物特征多角度描绘景物的方法。



3、在教学过程中，我准备利用导学案让学生先进性自学，然
后重点探讨重难点问题，最后再通过当堂检测题考察学生对
知识的落实情况。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积累字词；积累文中优美的语句，体会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的作用；理解文中描绘济南冬天美景的精妙，
感悟景物描写中情与景的融合；培养自读写景抒情散文的能
力。

过程与方法：揣摩、品味文中优美的语言，学习运用各种修
辞给文章增添文采的方法；把握济南冬天的特点，学习由里
到外、由山到水的写景顺序，学会抓住特征多角度描绘景物。

情感态度价值观：朗读感悟文章的图画美、情感美、音乐美；
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和祖国的感情。

教学重点和难点

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及其作用；由里到外、由山到水的写景
顺序，抓住事物特征多角度写景的方法。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四

一点不足：让每组承包一个板块，同学们大多致关注本组的.
板块内容，对其他足的内容较少关注，因而影响了整篇文章
的学习，上完后我在第二节课予以了纠正，规定以后预习，
每个板块大家都要预习自修，在此基础上各组在进行承包预
习自修、展示交流。这一点组内老师在评课时也指了出来。

总之，课改就需要我们不断动脑筋去探究，随时加以总结。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课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五

经过七年级语文教研组的讨论决定，由我来讲一堂公开课，
于是，我选择了《济南的冬天》这篇文章。在七三班全体同
学的配合下，这节公开课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要感谢同事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由于我工作以来一直
任教的是初中英语这一学科，这是第一次讲语文公开课，所
以虽然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但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
足。是前来听课的同事们发现并指出了这些不足和缺点，我
才能得以进步和提高。比如问题设置的梯度不够，问题难易
程度差距较大，不能很好地带动学生学习。再比如对学生的'
关注度不够，小组化学习进行的不充分，很多学生不能真正
的融入课堂。这需要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要更多地向优
秀的同行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其次，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上课之前，同学们做了充分地
预习。在课堂上学生们都在尽自己所能的配合老师，对于老
师设置的问题积极思考，踊跃作答，课堂气氛相当热烈，当
堂训练完成的很有效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做得相当
好。

通过这次公开课，在改正和克服自身缺点、弱项的同时，我
看到了自己与优秀同行们的差距，这更激发了我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斗志。我相信，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
我会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更大的教育成绩，成为一名合
格的优秀的语文教师。

七年级语文济南的冬天教学反思篇六

《济南的冬天》是老舍的散文名篇，篇幅短小，构思精巧，
语言优美。学习这样的美文，既能让学生得到语文的滋养，
又可得到审美的陶冶。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主要体现了教学的主体性原则，让
学生主动学习。体阅读教学主要以课文作为凭借，因此读书
是阅读教学的最重要一环。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课
文，先是教师范读学生朗读整体感知，再是重点朗读品味赏
析，最后是集体朗读深入体验。在反复朗读中学生既领略了
济南冬天的景色之美，也领略了老舍作品的语言之美。从阅
读能力的培养来说，学生反复读了，背诵了，自然对文章的
主旨、内容、写作技巧、价值等都会有一定的认识。

当然，通过“读”感知课文，这只是阅读教学的第一层面，
要进一步知其然，就需要质疑和释疑了。在课堂讨论中，我
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设计了一些问题，如“济南的总特点是
什么？”“济南总特点是从那些方面来表现的？”等等，通
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去深入探究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
情感美。特别是在研读赏析这一环节中，我没有给学生过多
的限制，而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景物、喜欢的语句段落
来进行品味，给学生以较多的空间，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
自主性和积极性。讨论中学生自己思考，互相答辩，主观能
动性得到了发挥。在学生反复研读课文，并对课文有了自己
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又适时地予以引导，帮助学生总
结出一些阅读写景抒情散文的方法和写好此类文章的方法，
这样让学生能举一反三，学会对同类文章赏读，学会观察描
写景物，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整堂课下来，感觉教学环节设计的还算流畅，教学目标也基
本落实了下来。但是在解决本文的难点——品味语言这点上，
做的还不够到位，在引导学生品位的时候没有做好示范性的
教学，学生品和教师引导的时候显得有点散乱不够集中。基
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确实还不够，平时缺
少对学生语言品味的教学指导，因此，语文课也少了很多的
语文味。于是，对于如何品味语言，如何让语文课更有语文
味，我有了以下思考：

1、重朗读。朗读是学生进入课文的桥梁，语文课就是要让学



生在朗读的过程中感受文章的语言美，进入文本体会作者所
要表达的情感。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在读中学
习，在读中感受语文的本色美。

2、重方法。在引导学生品味的时候，应做好示范型教学，并
学会从哪些角度对句子进行品味，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能力。

3、重定位。语言的品位是个底线性的教学目标，一堂语文课
如果没有落实在语言这个层面上，它就算不得一堂真正的语
文课。因此，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应把重点放在语言的品
位上，让学生更多的进入到语言中，更多的学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