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模板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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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一

在学这一课之前，我搜集了大量关于唱长城，颂祖国的资料。

在导课时我利用课件把颂祖国、唱长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急于想学歌曲，然后我播放歌曲，学生学习高涨，
兴趣浓厚。学生能体会歌曲情绪轻声唱歌。

在学这首歌曲时，嗡嗡嗡嗡是要求学生吐字、咬字清楚。并
且对十六分音符要唱准，然后对副歌地方学生要放开情绪歌
颂歌曲。这个地方让学生体会爱祖国、爱人民、爱祖国美好
河山，以及为祖国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的爱国热情。

学生对升记号长的不准。我弹琴让学生多唱多练，经过这样
反复练习，学生利用几多分钟的.练习唱的较好，能体会音乐
情绪唱准“飞吧-----”，学生对八分休止符唱的也不准，我
利用动作让学生掌握八分休止符，让学生利用握拳，吸气等
方法练习。效果较好，学生能够能唱好八分休止符，从而处
理了难点。

在歌曲基本学会，我让学生加上拍手，表演等方式练习唱歌。
然后我让学生分组练习，利用比赛的形式学生唱歌的情绪高
涨效果比较好结束课程。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二

同学们有了这些体会，理解课文内容就轻松多了。教学中我
抓住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围绕“从哪儿体会到长城气魄雄



伟？为什么说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两
个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学习。根据学生的讨论交流依次学习
了课文的三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远看长城气魄雄伟，初读
了解了长城“长”的特点，然后结合文中的插图和展示同学
们搜集的图片，学生不仅理解了“蜿蜒盘旋”这个词语的意
思，还发现了长城“曲折”的特点。

通过指名读、男女生比赛读、齐读等形式读出了长城的'雄伟
气势。在教学第二自然段“长城的结构和作用”时，让学生
通过读了解到长城“高大坚固”的特点。然后请同学们再读
课文，并想像当时秦始皇的军队是怎样利用垛子、瞭望口、
射口、城台传递信息，进行防守和打击敌人的？从而让学生
真正认识到长城的设计巧妙，特别在军事防御上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使学生初步领略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三

《长城》这篇课文，是本册教材的第二篇课文。在上课之前，
我让学生做到了充分的朗读课文，自主完成预习作业。整节
课下来，觉得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对于课文的激情得到了比较
充分的调动。主要是文本的内容与学生亲身体验有一定联系，
重要的事，课堂上的一些训练从课文内容出发并结合学生生
活实际来设计，再加上老师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指导训练，
使师生产生共鸣，从而使学生激情充沛。

从先教学一、二自然段，再教学三、四自然段这个路子来看，
如果能再放手，让学生就全文谈有感受的语句，相信学生可
讲之处会更多，所谈感受体会也会更充实、深切。

在学生发言时，师生对话缺少配合。班级学生急于发表自己
的看法和见解，而忽略了其他同学的'发言，忽略老师的讲解。
这样的课堂虽然显得学生跃跃欲试，自主活跃，但无法让学
生在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思想的体会上有更深一层次的提高
及升华。这也是今后教学中我应该注重训练和正确培养的地



方。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的文章，三年级的训练重点师读文章想画
面，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能忽略这方面的训练。
而这节课欠缺的环节就是有感情地读课文的同时，想象文中
所描绘的情景、画面。而把指导有感情朗读，和训练学生读
写结合的设计“你还能联想到当时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哪些
情景?”相脱节。应该引导学生读文章想画面，让学生能把抽
象的文本在脑中形成具体的表象。

新课改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也就要求教师要提高教学
质量，合理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这节课在时间分配上有些
拖沓，使得练习题无法在课堂三十五分钟内完成，只能留到
课后作为作业。所以说，老师备课要对大纲、课标、教材有
较深的理解和钻研，把握教材的基础上，对学生的状况也要
做到心中有数，针对不同学生不同层次，能说到什么水平，
而应该回答到的是什么水平，老师只有心中有数，才能有针
对性的引导、并规范凝练自己教学语言，更好的驾驭课堂，
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速率。

总之，看图学文不能忽略读文章想画面，也是以次来训练学
生在观察中展开联想;从文本中发现与学生有联系的共鸣点，
激发学生的情趣;读写结合，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思想感情的
同时，也要结合写法的学习训练;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学及训练。最为重要的是，教师要精心备课，
理论依据、教材文本、学生情况并重。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四

这堂课涉及到了国防知识，初二学生对军事知识有一定的爱
好，又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学习本课内容的积极性很高。
但学生掌握知识有限，理解问题往往从浅显，认识问题也不
够深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上要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
符合学生的特点。一旦课堂环节处理不好，问题要进行引导



不好，很容易抹杀了学生的积极性。

我在探索教学模式，出现很多的问题与疑惑，但是这堂课用
传统教学方法来处理的话，学生的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挫伤，如果大幅度“放手”，有些知识学生又不了解，课的
深度提升不上去，所以，经过反复的琢磨与推敲，我在导课
时，播放了1949新中国成立时的大阅兵，和20xx年建国60周
年的大阅兵两段视频，进行了对比，激发学生兴趣。自主学
习提纲用填空的形式出示，要求学生10分钟之内解决，因为
都是很简单的知识点，所以很快就完成了，下一环节不对答
案直接分小组扮演角色海、空、导弹部队三支军队，介绍自
己军队的建成与发展，解决了知识点的落实问题。学生讲解
的过程中，教师再进行知识拓展，用图片、资料讲解武器、
装备等对学生来说比较陌生的名词。合作题：新中国取得辉
煌成就的原因？进行知识提升。用模拟战场，进行知识回顾。

但我在联系实际方面还不够，在今后教学中还要多联系现实，
关注学生兴趣。用视屏导课消耗时间，视频的效果也不是很
好，所以不如直接导入课题。课堂组织中，各组展示点评要
改进，要求要明确，避免重复。

《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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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五

随着语文教学的改革，我们已逐步摒弃了传统教学中教师讲，
学生听的被动式的教学方法。现在倡导的学习方式是探究性
学习。探究性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让学生在学习的活
动中去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创新精神。
我在上《长城》一课时，就运用了这一学习方法，让学生在
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懂课文，掌握知识。

围绕“为什么说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一
研究的主题，学生提出学习的方法。接着学生结合课文和自
己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理解分析，进行自学，然后在小组中交
流学习收获。最后大家汇报自己学习的收获，或者提出没弄
懂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教师的我是学生学习活动中的
指导者、帮助者、咨询者和学习伙伴。我引导学生抓住“站
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很自然地想
起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和“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
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这
两个重点句子，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方法和读书的方式，
或单独思考，或组成小组合作学习，体会句子的含义，深入
理解“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一主题，整个过程突出了
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为什么说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
的奇迹？”这一问题在自主、合作、交流的学习氛围中很自
然地解决了。

兴趣是激发潜能的动力。教师在课堂中，要展现自己的教学
思想和教学智慧，及时点拨指导学生的学习，多用鼓励性的
语言去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在教学中我创设了轻松愉快的
环境，富有激励性的点拨，及时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都
使学生全程主动投入到学习中去。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六

《长城》这篇课文，是新课标四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第十七课，
课文一共四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概括地介绍长城，突出
长城的“长”，这是远看长城；第二自然段，具体地介绍长
城，突出长城的“高大坚固”，这是近看长城；第三自然段，
由长城展开联想，歌颂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第四自
然段，总结全文，指出长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赞美长城是
“伟大的`奇迹”。

在上课之前，我让学生做到了充分的朗读课文，自主完成预
习作业，整节课下来，觉得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对于课文的激
情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调动。

从先教学一、二自然段，再教学三、四自然段这个路子来看，
如果能再放手，让学生就全文谈有感受的语句，相信学生可
讲之处会更多，所谈感受体会也会更充实、深切。

在学生发言时，师生对话缺少配合。班级个别学生急于发表
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而忽略了其他同学的发言，忽略老师的
讲解。这样的课堂虽然显得学生跃跃欲试，自主活跃，但无
法让学生在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思想的体会上有更深一层次
的提高及升华。这也是今后教学中我应该注重训练和正确培
养的地方。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七

带着忐忑的心情上完了《长城》（第二课时）的公开课，虽
然诸多准备，但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这节课，我主要抓住课文的3、4自然段，引导学生感受作者
情感，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激发学生对祖国的
热爱以及民族自豪感。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八

《长城》这篇课文，是本册教材的第二篇课文。在上课之前，
我让学生做到了充分的.朗读课文，自主完成预习作业。整节
课下来，觉得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对于课文的激情得到了比较
充分的调动。课堂上的一些训练从课文内容出发，再加上老
师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指导训练，使师生产生共鸣，从而
使学生激情充沛。

从先教学一、二自然段，再教学三、四自然段这个路子来看，
如果能再放手，让学生就全文谈有感受的语句，相信学生可
讲之处会更多，所谈感受体会也会更充实、深切。

在学生发言时，有极个别学生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而忽略了其他同学的发言，忽略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课堂虽
然显得学生跃跃欲试，自主活跃，但无法让学生在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和思想的体会上有更深一层次的提高及升华。这也
是今后教学中我应该注重训练和正确培养的地方。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的文章，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教学过程中也
不能忽略这方面的训练。我让学生看图对照课文的描写说出
自己的感受，而这节课欠缺的环节就是有感情地读课文的同
时，想象文中所描绘的情景、画面。而把指导有感情朗读和
训练学生读写结合的设计“你还能联想到当时劳动人民修筑
长城的哪些情景？”相脱节。应该引导学生读文章想画面，
让学生能把抽象的文本在脑中形成具体的表象。老师备课要
对大纲、课标、教材有较深的理解和钻研，把握教材的基础
上，对学生的状况也要做到心中有数，针对不同学生不同层
次，能说到什么水平，而应该回答到的是什么水平，老师只
有心中有数，才能有针对性的引导、并规范凝练自己教学语
言，更好的驾驭课堂，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速率。

总之，看图学文不能忽略读文章想画面，也是训练学生在观
察中展开联想；从文本中发现与学生有联系的共鸣点，激发



学生的情趣；读写结合，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思想感情的同
时，也要结合写法的学习训练；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学及训练。最为重要的是老师要精心备课，理
论依据、教材文本、学生情况并重。

标点符号专题教学反思篇九

《长城》是一篇篇幅较短的课文。课文共四个自然段，介绍
了长城长、高大坚固、设计巧妙等特点，歌颂了古代修筑长
城的劳动人民，赞美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课文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并能
通过朗读体会长城的气魄雄伟。难点是让学生感悟课文的思
想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之情。

在试教过一次后，我根据试教时学生的课堂反馈与对课文思
想的感悟情况对教学过程重新进行了设计，以便让学生在理
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一步步深入进行感悟。

课始，出示一幅图之后，我让学生从“远看”与“近看”两
个角度，图文结合了解长城的特点。远看长城，让学生抓
住“长龙”“蜿蜒盘旋”“一万三千多里”等关键词，并结
合拓展资料，通过朗读，体会长城的长。近看长城，我主要
让学生通过自读课文，结合图片、板书理解城墙的设计，从
而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我还拓展长城用于军事防御的
资料，让学生理解长城高大坚固的特点。

第三自然段对劳动人民的联想与歌颂是重中之重。我让学生
抓住“站”“踏”“扶”“自然地”等关键词，体会作者用
词准确，并体会作者身临其境时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并
提问：你从哪里看出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的辛苦和智慧？
我还让学生通过朗读、想象说话，让学生弄明白古代劳动人
民是怎样修筑长城的，从而让学生体会作者对劳动人民由衷
的敬佩与歌颂。接着我让学生联系前文解答疑问“为什么说
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最后我利用领导人



的题词对长城的赞誉之词进行拓展延伸，让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得到升华。

本节课顺利完成了教学内容，思路清晰，抓住教学重点，通
过到位的朗读指导，层层递进地引导学生感知课文内容，感
悟课文情感。本节课有两大亮点，一是板书设计，二是发挥
学生的想象，让学生想象朗读第三自然段，想象说话“读着
这段文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不过，本节
课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特总结如下，有待改正：

一、学生对课文的思想感悟不深，对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
不足。

二、没有大胆地把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急于求成，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讨论或朗读。

三、课堂总结不够全面。应该结合板书，对讲课时讲漏的内
容进行补充，并应结合课文运用比喻、列数据、准确用词等
方法渗透写作方法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