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文诗朱自清 朱自清儿女心得体会
(实用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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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一

《最后一分钟》是新课程中人教版五年级的教材，是一篇阅
读课文。这首诗韵律优美，情感丰富，适宜朗读品味。但是
是的诗歌象征意义强，并且含有历史典故，学生在理解上有
难度，因此在课前引导搜集资料，了解香港的历史，回归的
背景。

本以为有了背景资料的补充，学生对人本应该能够理解了，
朗读起来困难应该是不大的。但是诗中比喻、象征、用典的
描写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挑战。学生学起来有些含糊不清，
第一课时下来，感觉学生没有进入状态，于是我与同组的老
师交流了感受，在第二课时我将背景与课文结合起来讲，发
现学生感受好多了。就是这样，围绕情感目标的思路很清晰，
感觉达成度也比较高，那么技能目标怎么样呢？课堂上只能
从学生的朗读中，感悟到他们掌握得比较好，但是对于疑难
词句理解了吗，难以检测。为此，我挑了诗歌中的一句
话“最后一分钟，是旗帜的形状。”叫了学习程度分别为优
秀、良好、及格的六个学生来说说他们的理解，我感觉还是
很欣慰的，除了一个学生需要教师的启发外，其他几个学生
都能说出这句诗的含义，而且有比较多元的理解。但这个句
子不是最难的，其他的句子呢？所以，我想我们必须一起研
讨的问题就是：

2、是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让学生读懂读透了？一篇课文下



来，学生还有没读懂的段落、句子（不是一个两个，是一部
分，甚至几乎是全部学生），你觉得可以吗？这些问题就是
这堂课留给我的思考。希望能其他老师一起探讨！

《最后一分钟》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作者倾述了1997年7
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
时刻的思绪，表达了全国人们积蓄心中的强烈爱国情感和对
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鉴于此，在教学中我
采用朗读为主的教学方式。

在授课前我让学生搜集资料了解香港被割让的屈辱历史以及
割让后香港人民的苦难生活。课程伊始，先介绍现本诗的格
局，首节为引子，将香港拟人化。接着，让学生快速读文概
括后三节的内容，并结合自己对历史的了解讲讲诗句“我看
见，虎门上空最后一缕硝烟，在百年后的最后一分钟终于散
尽”应该怎么理解。然后，分小组自由读诗，要求根据自己
的`理解读出感情。

之后，朗读汇报，教师评价并指导。这个环节我根据学生的
朗读适时指导感情的处理——第一节应读出激动的心情，第
二节要的读要配合内容的“慢镜头”描述，但不是单纯的缓、
慢，而是有层次有节奏的读。第三节要读出百年的沧桑，声
音要沉缓，但在结尾“百年的痛苦和欢乐都穿过这一滴泪珠
使大海沸腾”要读出屈辱散尽后的激动。第四节要读出盼望
香港回归的急切以及香港回归后对她的无限期望。这一环节
的教学方式是：学生汇报一段，教师指导一段，然后练读。
最后，让学生分小组练读全诗，然后比赛。

我觉得，用朗读去调动学生的情绪比单纯的说教要好的多。
况且这篇诗歌叙述的历史事件对学生来说很遥远，很难在短
时间内了解透历史。因此，在大致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用朗读
引出感情我认为是比较适合这篇课文的。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二

《一分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主要内容：小朋友元元多睡了一分钟，迟到二十分钟的
故事。通过这篇课文的的学习，使学生受到严格要求自己，
珍惜时间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
学，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游戏导入。

上课铃响起，在与学生问候以后，让学生坐端正，不能发出
丁点声音，接着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你觉得一分钟长
吗？在一分钟内你能做什么事情？在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的
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感受迁移到课文中元元的感
受，自然地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中去。

二，抓住重点词

“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走到学校
去。”中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先朗读后体
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一幕时，结
合插图，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学生入情
入境，体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学生读两
次叹息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三，结合实践，课外延伸

在学生找到元元迟到1分钟的原因后，让学生自由说话，你想
对元元说什么？我扮演成元元，让学生想想，你想说什么？
怎么说？当然，我是可以替元元直接和学生对话的！下面是
我和学生的对话：

学生：“元元！你为什么会迟到20分钟？”



我：“因为我想多睡一分钟！”

学生：“那你知道吗？就因为一分钟，就迟到了20分钟啊！
你后悔吗？你要学会珍惜时间啊！”

我：“当然了！我决定以后不贪睡了！谢谢你的提醒！”学
生：“不用客气！”

......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三

正式上课以前，在与学生问候以后，让学生两手前平举，坚
持站好一分钟，再请同学们坐下，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一分钟长吗？在学生各抒己见之后，我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一分钟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在某种情况下，
要把握安排好一分钟也是很不容易的。今天课文中的元元，
他认为一分钟长吗？一起来学习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在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的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
感受迁移到课文中元元的感受，自然地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中
去。）

咋一看，朗读的点还真不少，哪一句都可以有滋有味地读上
一番。在仔细品读后，我决定抓住元元的两次叹息为朗读的
亮点。但要读好这两次叹息，联系上下文揣摩体会主人公的
心理活动是前提，也是基础。因此，教学中我以帮元元找
回20分钟为线索，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汽车站
的等待，步行到校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
想象元元当时的心情，语言。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
实到“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中的“刚”；“他向停在
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
的“眼看就”；“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
定走到学校去。”中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



先朗读后体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
一幕时，结合插图，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
学生入情入境，体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
学生读两次叹息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在学生找到元元迟到20分钟的原因后，让学生改编课文《元
元的明天》。由于前面的阅读理解非常到位，所以在改编的
课文中学生顺理成章地点出了中心：“元元想：昨天迟到了，
今天一定要珍惜时间，一分钟也不能多睡。”我趁机和学生
交流汇报一分钟能做些什么。这时，我告诉孩子们，一分钟
可以做很多事情，人们驾驶着汽车一分钟可以行驶11公里，
印刷厂的工人叔叔借助先进的机器，一分钟可以印刷133张报
纸，在北方农民伯伯能用收割机一分钟完成一百平方的麦地
收割，……学生的眼里放出惊异的目光，我趁机反问：“现
在，你们觉得时间重要了吗？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志士写下了
许多诗句谚语来警示人们，把你们收集的关于时间的名人名
言在小组里交流交流吧。”在课堂的结尾，我把自己收集的
几条，送给学生。

时间就是金钱。——富兰克林（美）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萧绎（中）

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富兰克林（美）

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培根（英）

这样的课堂结尾，使学生愉快地从课文中走到生活中，实实
在在地体会到了时间的重要，从而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珍惜每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四

《一分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讲的是一个叫元元的孩子，在闹钟响过之后，因为他贪
睡一分钟，于是在十字路口遇上了红灯；因为遇上了红灯，
延误了时间，于是赶不上汽车，最后只好徒步去学校，结果
迟到了20分钟。这篇课文讲的事情非常接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因此，非常好懂，也非常容易理解。通过这篇课文的的学习，
使学生受到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时间的教育。在教学中，我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学，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五

《一分钟》讲述的是元元因为多睡了一分钟，而迟到了二的
故事。本单元的主题是了解学生丰富的课内课外生活，所以
在课堂中我们可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入手，调动学生丰富的
生活经验来展开教学。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准确认读课文中的9
个生字组成的新词，通过演一演，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来了解
“叹气、哈欠”等词语的意思。努力使检查字词这个环节上
得饱满。在生字指导环节，向学生渗透的方法：同偏旁的，
相同结构的都能成为，引导学生归类，从而加深对生字的识
记。

本次课程体现了和朗读，但朗读的体现还是不够。应该让学
生充分朗读、背诵。在今后的课堂上，我的教学应再重视一
下和朗读。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六

这篇课文以学生喜爱的故事形式出现，讲的是元元因多睡了
一分钟，而迟到20分钟，他只不过想放松一下自己，结果耽
误了半节课。课文内容较为通俗，但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十
分紧密，教学中我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学生在现实中体
验、在读中感悟、在演中思考。从而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
到教育。通过学习这篇课文，让学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



珍惜时间。

我认为在以后教学中我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评价语言不能含糊不清，做到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我
认为对于低段学生很重要。

2、在备课中要反复分析教材，抓准教学的切入点，让学生和
自己更轻松的完成教学任务。

3、在教学碰到难点，不要急于求成，要循循善诱，把更多的.
说话时间留给学生，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4、训练学生回答问题时要声音响亮。

最后一分钟教学反思篇七

《一分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它讲述了小朋友元元多睡了一分钟，迟到二十分钟的故
事。透过这篇课文的的学习，使学生受到严格要求自己，珍
惜时刻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学，
到达了较好的效果。

上课伊始，让学生两手前平举，坚持站好一分钟，再请同学
们坐下，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你觉得一分钟长吗？在
学生各抒己见之后，我语重心长地说：“是啊，一分钟能够
说很短，也能够说很长；在某种状况下，要能克制自己，坚
持一分钟也是不容易的。我们这天学了课文《一分钟》以后，
对“一分钟”的体会必须会更深。”在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
的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感受迁移到课文的学习中
去。

在学生初步了解课文资料后，又以“为什么元元只多睡了一
分钟，就迟到了20分钟”，引导学生细读课文，抓住元元的



两次叹息为朗读的亮点，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
汽车站的等待，步行到校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
身处地想象元元当时的情绪，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
实到“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中的“刚”；“向停在车站
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的“眼
看就”；“他等啊等，一向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走到
学校去。”中的“等啊等，一向”这些重点词语中。先朗读
后体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教学中，引导的不太到
位，学生的明白潜质受必须的限制，朗读的潜质及激情都不
够，有待训练和进一步的提高。

在学生找到元元迟到1分钟的原因后，让学生续编课文《元元
的明天》。第二天早上，丁零零，闹钟又响了。元元打了个
哈欠……（想想看，这天元元还会迟到吗？他会怎样做呢？
请你之后往下写）由于前面学生已经阅读明白得比较到位，
因此在续编的课文中学生顺理成章地点出了中心：“元元想：
昨日迟到了，这天必须要珍惜时刻，一分钟也不能多睡。”
在续编课文的同时，学生也懂得了如何去珍惜时刻。我趁机
和学生交流汇报一分钟能做些什么。这时，我告诉孩子们，
一分钟能够做很多事情，人们驾驶着汽车一分钟能够行驶11
公里，印刷厂的工人叔叔借助先进的机器，一分钟能够印
刷133张报纸，在北方农民伯伯能用收割机一分钟完成一百平
方的麦地收割……学生的眼里放出惊异的目光，我趁机反问：
“此刻，你们觉得时刻重要了吗？这样的课堂结尾，使学生
愉快地从课文中走到生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时刻的重
要，从而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每一分钟。

在教学当中，还存在不足，如对于课文的朗读，大多数学生
能用心参与，朗读效果较好，但正因学生的基础差，有些同
学参与用心性不高；到底该如何去引导学生的朗读呢？开展
形式多样的朗读比赛？还是……？我想这也是我在以后的教
学中需要继续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