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一

《不懂就问》是二年级上册的第一篇课文，我在上完第二课
时后进行了反思，再和王春老师讨论，现在我就把我的反思
和交流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交流。

我在上课是以课后问题引入“孙中山遇到问题时，他是怎样
做的？”又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懂就问，为什么还要
壮着胆子问？同学有怎样的表现？先生是什么样的表现？”
等一系列的问题，打乱了课文的顺序来讲，用清晰的主线，
引导学生学习，这样学生学起来思路清晰。自认为还不错，
我把我的上法和王老师交流，她告诉我她在中高段才会使用
这样的上法，低段的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还在培养中，
打乱课文顺序上，对低段学生来讲有点难，学生对课文还没
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时，如果用我的方法教，会使学生对课文
学习没有一个好的顺序，不利于学生掌握好的学习习惯。

在处理第三自然段：“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读书的
同学惊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时，我把书重重地摔在了
桌上，学生慢慢安静下来，吃惊地看着我，看我板着脸，学
生不知所措，看着他们的表现，我持续了半分钟，露出了笑
容说：“孩子们，这就是鸦雀无声，不过孩子们没有做
到‘顿时”，现在我们就来读第三自然段，读完后，我们要
做到“顿时鸦雀无声’哦！”学生们按照我的要求读完课文，
顿时鸦雀无声，这是代文涛发出了一声叹息，引得全班大笑，



我及时点拨：“这只麻雀可真不听话，想想我为什么说代文
涛是麻雀？”学生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因为是鸦雀无
声。”我又问道：“你们在什么时候还遇到过‘鸦雀无声’
的情况？”

……这样学生不仅知道了词语的意思，还知道了怎样运
用。”这样处理很好。

不过比起王老师的情景教学，我的就太不起眼了。王老师在
开课伊时，就给学生创设了一个“私塾课堂“的情景，让学
生一直都在这个情景中，特别是在处理4—6自然段时，王老
师是私塾先生，学生是古时的学生，王老师走到一个学生面
前问：”你会背了吗？”学生不知道背哪儿，起身说：“不
会背。”王老师煞有介事地高高举起戒尺，轻轻地打了他三
下，说：“背都不会背，还敢问。”王老师有走到另一位同
学身边问：“你会背了吗？”第二位学生动了动脑筋，把课
文读了读，王老师说：“是背一背，不是读一读，先背再说。
”……（具体可以看“春之声个人空间”）

这就是情景教学吧，我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二

叙述了孙中山小时候学习的故事。“不懂就问”不单是一个
学习习惯的问题，它反映了学习者的乐于思考和探究的学习
态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迫切求知的热情。孙中山长大
后能够开创辛亥革命的伟大事业，与这种态度、这种精神、
这种热情有密切的联系。

教学时，教师提出了问题，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边读
课文边思考：为什么孙中山明知会挨打，还要向老师提问
题），学生就会很快地进入了自主学习中，他们各自独立地
边读、边想、边画，动眼、动手、动脑。在学生自读时，教
师应通过巡视，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哪些



学生已能解答问题，哪些学生在解答问题时遇到了困难。从
而对下一步的学习做好准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不单单是老师讲出来的，还要有学生去读、
去悟。因此，课堂上要给学生更多的读的机会，教师则是通
过学生的朗读，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理解、感悟和积累。本
课教学中，对教材作了精心的处理，注重从整体着眼，明确
课堂的难点和重点，围绕“为什么孙中山明知会挨打，还要
向老师提问题”这个主要问题展开朗读教学，学生把讨论解
决这个问题作为中心目标，避免了课堂上的“碎问碎答”。
学生在反复地朗读（初读、研读、品读）最终体会到“不懂
就问是人的美德，更是学习的良好习惯”的真正含义。

在上课之前，我还是用一贯的方法准备了字卡，在黑板上板
书好了相应的重要句式。还没走进教室之前心里没有底，但
是到了教室的时候，一切的教学设计顿时在不经意间呈现在
了我的脑好中。首先，进行课前导入，利用课题《不懂就
问》，引导孩子说出孙中山，并在黑板上用字卡出示“孙”
字加深孩子的记忆；然后通过名字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
孩子说说孙中山的事情。老师再组织孩子的语言归纳出他是
伟人，并引导出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小时候的孙中山。本课
时，就是要学生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能够流利地读通课
文。第一段通过读展示“私塾、背诵、讲解”；第二段认
识“流利、照例、糊里糊涂”以及句子“孙中山想：这样糊
里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第三自然段出示句子，教给学
生读长句的方法，注意断句，然后认识“摇头晃脑、吓呆、
顿时、鸦雀无声”，之后的几个自然段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或
方法去读。最后是同桌互读互组词来完成生字教学。

本课时基本达到了教学预设目标，但内容上欠少。没有初步
地了解课文内容，思考课文的整体性。教学上应把握好尺度，
注意教学的节奏。对于课前的教学要求学生预习的量不能太
大，以免造成学生由于厌倦而疏忽预习，从今天的教学上来
看检查了学生的读，绝大多数孩子还是回家好好预习了的，
但是为了确保教学的效果，课中的自由读还是不能取消，要



留有足够的时间给稍微学习习惯不是很好的孩子。

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掌握能力。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三

学问、学问，顾名思义，就是既要学又要问，光学不问，构
不成完整的“学问”。问是学的手段，学是问的目的。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积极发“问”，是进一步开发
学生智力，促使学生不断获取新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法。

1、是鼓励学生“敢问”。现实中，有的学生怕出丑，不好意
思问；有的学生胆小，不敢大胆问：有的学生迷信书本、迷
信老师，在学习中不善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和对问题发表
新看法、新见解。因此，在教学中，我们首先要引导学生敢
于问，敢于大胆思考，敢想敢说敢问，敢提出异议，努力为
学生发问创造宽松的条件。

2、要鼓励学生“勤问”、圣人孔子，堪称勤问的楷模。他向
苌弘问乐、向老聃问礼。在日常生活中，逢事必问一个所以
然，以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3、要鼓励学生“下问”。“下问”即不耻下问。要使学生懂得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
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要学人所长，补己之短。因此，
在教学中我们要教育学生不仅要向自己的老师、家长和学问
多的人学习，而且还要向比自己学问少的人学习。培养学生
勤学好问、发奋进取的求知精神。

4、要鼓励学生“追问”。就是要培养学生一问到底，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求知欲望，克服学生对事、对物不求甚解，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坏习惯，做到剖根问底，而不浅尝辄
止，在问的过程中，不断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



5、要鼓励学生“善问”。好问是多思的前提，提倡学生多问，
并非鼓励学生不加思索地乱问，而是要鼓励学生在多思的基
础上勤问，思考后再问，有准备地问，有目的地问，问到点
子上，在问中长进。在问中释疑、解惑。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四

“通分”一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理解通分的意义和掌握通
分的方法。它是分数基本性质的一种应用，是在学生已经掌
握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和求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基础上进行
教学的,它为后面学习比较异分母分数大小和计算异分母分数
加减法的奠定基础。因此，我设计了如下的教学过程：

1．每人写一个自己喜欢的分数。生汇报，教师板书两个。
（选择异分母分数）

2．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特点？同桌可以自由讨论。

3．你们知道它们的大小吗？你准备怎么比？你们有几种不同
的方法。各小组确定一种方法，开展讨论研究，等一下分组
汇报。

4．分组讨论学习。

5．请大家上台演示交流各自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引出通分的概念。

通分的方法其实不难，关键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要通分和通
分的方法，为此我将通分与比较异分母分数的大小有机的结
合起来，让学生通过探讨两个异分母分数的大小的活动，在
比较归纳的基础上理解通分的目的。

通分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是在学生自主探究、交流合作、争论



辩解的氛围中明确的，让学生大胆猜测，大胆设想，在此过
程中，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所以，如果我们在数学课堂
教学中经常注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受阻时，
教师适时点拨，当学生的思维遇卡时，教师巧妙催化，这样
会使学生在题中数量间自由地顺逆回环，导致学生发散思维
能力的形成，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课文不懂就问教学反思篇五

在上完这节课后，让我感受颇深，思考很多，有收获也有遗
憾。

《秋天的雨》是一篇抒情散文，课文以秋雨为线索，将秋天
的众多景物巧妙地贯穿起来，从整体上带出个美丽的，丰收
的，快乐的秋天。根据教材特点，教学中，我以一个“美”
字贯穿整堂课，一是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享受环
境美，二是通过观看录象《美丽的秋天》让学生身临其境欣
赏美，三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品读课文感受语言美，四
是通过扩展活动，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去发现美。

教学中，首先是自我感觉到老师学生都走进了文本。感受到
了秋天的美。同时能较好地落实知识点并拓展，收到较好的
效果。在整个课堂结构的安排上，能做到；有快有慢，有高
潮低落，让课堂有节奏感，有乐感。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
让学生感受秋天的美。通过多种多样的朗读形式能够达
到“美读”的目的。一上课，我以读导入学习新课“秋天的
雨是一把钥匙，轻轻地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走进秋天，我
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色呢？请你一边欣赏画面一边听老师读
给你听。”由于广州的四季变化不分明，孩子们的感受也不
清晰。这一教学环节，借助老师的配乐美读，秋天图片的美
丽色彩的呈现，给学生听觉、视觉上的刺激，充分调动学习
的兴趣，对秋天有一个美的整体影响，引发美读文章的欲望。
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从几个方面感受秋天的美。在整体感
知全文的基础上，走进秋天的大门，走进文章，抓住“五彩



缤纷”感受秋天的色彩美；抓住“好闻的气味”想象秋天丰
收的景象，通过“小动物准备过冬忙碌的景象”感受秋天的
欢乐。

在读懂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想象读、表演读、带着体验读，
自由读、个人读、集体读，变抽象为具象，读出秋天的美。
秋天的雨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银杏叶子的形状多么像小扇子，
把黄黄的叶子比作（生说）一把把扇子，为我们扇走了夏天
的炎热。请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可以边读边做动作通过朗读
不仅使学生体会语言文字的韵律美，同时把语言文字化作鲜
明的视觉再现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情感中真、善、美的因
素，并与作者、与文章产生共鸣，情感受到美的感召和升华，
从中受到教育。

可以说，这节课，学生将生活带入课堂，在课堂上他们读着
课文，谈着生活，丰富的生活经历帮助他们理解了这么优美
的散文，使“晦涩”变成了“通俗”。但课堂确实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安排计划只能是预设的，而课堂是多变的。本节
课下来没能完成教学计划，让我遗憾。主要是在第一段一些
环节上花的时间的太多。第二段安排欠妥，在某些环节放开
了没能即时收回来。造成时间不够。这也说明自己教学不娴
熟，课堂把握不够。

本课的教学重点就是让学生感受秋天的美好，体会课文的语
言美，教学中，我以“读”为教学主线，落实教学重点，读
的形式多样，如默读，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不足
之处在于指导学生朗读时，忽略了教师的示范作用，教师没
有完全进入角色，把学生引进美丽的秋天。

课堂是多变的。课堂是遗憾的。课堂需要反思，在遗憾中反
思。在遗憾和反思中，带着新的收获，让我们再次走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