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上课的课后反思 雨后的森林教学
反思(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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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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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一

《雨后》是著名作家冰心的作品，诗作以生动活波的语言描
绘了一幅雨后孩童戏水的欢闹情景，刻画出孩童活泼、俏皮
的形象，极具童趣。诗歌源于生活，教学中也只有让学生走
进诗歌中所描绘的生活，他们才能更深入地体验蕴涵的情趣。
教学中我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图文结合，现实与想象交错，
让学生充分感受这份童真童趣。

一、依靠体验形成经验。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最感性的学习材料。《雨后》这首诗写的
就是孩子们的生活，因此要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让孩子们来体
验夏天雨后的快乐。在教学中，我从学生生活入手，结合他
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让他们通过朗读感受童年生活的幸福快
乐。由于年龄特点，很多孩子都喜欢玩水踩水，那快乐的感
觉长留心中。

所以在教学中，我先让孩子们听听哗哗地雨声，启发孩子们
想象，听到这哗哗地雨声你会想到什么？雨后你们在这里痛
快地玩过吗？说说你们是怎么玩的？待学生畅所欲言后，我
引入课题，激发孩子们朗读课文：小朋友们玩水的场面被写
成了一首很美的小诗，想不想去读一读呢？下面我们一起去
读读这首诗，一边读一边想象诗歌里所描绘的情景。



唤起儿童的亲身感受，并以自身的体验来印证，化难为易。
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体会小哥哥当时嘴里说糟糕，心里却
是兴奋和骄傲的心情。

二、深入感悟，激发兴趣

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喜欢雨后玩水，这是
儿童的天性，孩子们一定会有同感，读起来也就十分自然合
拍。文中一群孩子们赤脚在雨后的广场上玩水嬉戏，孩子们
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熟悉的生活情境，配上自己的动
作……这一切激发了孩子学习的兴趣，通过读“使劲地踩着
水”、“溅起多高”、“水淋淋的泥裤子”等词句，感受小
哥哥踩水的痛快，读起来仿佛自己就是那位踩水的哥哥此刻
沉浸在这快乐之中，就好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神仙一
样”一般。

由于激起了学生心理和情感体验的共鸣，所以孩子们抓住了
妹妹的动作“紧紧地跟”、“咬着唇儿”、“提着裙
儿”、“轻轻地小心地”并用自己的朗读向大家展示了妹妹
虽然胆小害怕但是也想玩水的心理。

三、展开联想，增强效果

“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注重发散学生的思维，训练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引导学生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学习第二句时，
让学生体会“快乐得像神仙一样”，还可以说孩子们快乐得
像什么？在学完课文后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学着用诗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怎样享受雨后的快乐，既为学生的创作插上了翅
膀，又为学生享受快乐语文、快乐生活创设了情境，让学生
真正做到学有所乐、学有所得。

但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也存在了一些不足，还应给孩子更多的
自主性引导他们自主学习，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自
由表达的空间更多的给孩子，尽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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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二

《中东》分了两个课时，以第一课时为例。本节分了三大部
分，地理位置———“三洲五海之地”、世界石油宝库和梳
理归纳、练习题。

在讲地理位置时，通过学生动手描画北回归线，可以清楚地
掌握中东所处的温度带，既让学生双手动起来，又能够使学
生掌握地理知识。由“三洲五海之地”，让学生找五海的位
置，并进行知识回顾，五海中有一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湖泊，
里海，做到了温故知新。本节课的重点是石油运输航线，在
进行讲解前，介绍了两个海峡，一个是被西方誉为“海上生
命线”的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欧、非分界线的直布罗陀海
峡。给出了三条航线，首先让学生们自己在学案上进行填写，
遇到问题，小组间可以相互讨论。然后，我进行了一下教学
示范，引导学生，将航线a，经过的主要海洋、海峡和运河、
到达的地区说了一遍。接着，找了两位学生，来到讲台前，
按照地图上所画的航线来说明输油的路线和到达的地区。通
过这个活动，来帮助学生掌握各个地理事物，和中东的石油
输出地。

通过《中东》这节课的教学，我觉得应该多给学生们上前展
示的机会，通过两位学生对航线的描述，我发现在座的学生
都听得非常认真，而且一旦上台展示的学生出现了错误，底
下的学生就会给予指正。这种学习方式，将课堂还给了学生，
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也符合新课改下，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三

本文是一篇传统、经典的短篇小说，主题鲜明突出，意在激
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今天在新课程理念的启发和引导下，重新再接触这篇课文，
最初决定要上这一课的时候，仍然很茫然，过去失败的经验
使我有点惧怕这篇课文，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我怕自己又把
它上坏了。小弗朗士的爱国情感是被逐步唤醒的，而学生的.
感受也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让学生对课文的感情象小弗朗士
一样逐步理解，加深，及至产生共鸣呢?我反思了过去教学环
节和教案设计：

时间不够是客观原因，以前为了赶教学进度，每篇课文的课
时都抠的死死的，就怕课时拖的太多了，整个学期的教学任
务完不成，或者上新课时间过多了，留下来复习的时间不够，
有了这些顾虑自然就不敢在课堂上给学生留太多的时间考虑;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的教材处理不够大胆，我害怕学生这
个不懂，那个不会，所以凡是教参上提到的我都予以重视，
都想教给学生，就是这个自认为聪明但恰恰是最愚蠢的想法
让我的课堂成了满堂灌。面面俱到其实就是面面不到啊，我
怎么就意识不到这点呢?再就是过度的依懒拘泥于教参，被教
参缚住了手脚，自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教学设计和创新
了。

理清楚了这些原因之后，我用新课程的理念重新来审视和思
考这篇课文：第一，要给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第二，要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第三，教参仅仅是个参考，教材本身才
是研究和琢磨的重点。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四

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过去已1年多了，然而大地震中
涌现出的许多感人事迹却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
反而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了人们的心里，留在
了课本中，电影里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最
后的姿势》是苏教版六年级上册新入选的一篇课文，讲述的
就是地震中谭千秋老师誓死护卫学生的故事。



初读课文，让我感触颇多，勾起了对这一事件的众多回忆，
我不停地搜索着相关资料，力求让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对谭
老师的精神有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针对这课的教学我认为有以下两个亮点：

一是脉络清晰，主线明显。本课的教学重点十分明确，即对
谭老师精神的感悟。怎样才能让学生深刻感悟到这一情感呢？
经过细读文本，我发现文章为了更好的烘托人物运用了大量
的侧面描写，何不此为突破口呢？于是，在第一课时中，我
重点抓住环境描写让学生感悟；第二课时，则抓住其他人物
的语言描写展开。这样一来，学生学得轻松，也较好的解决
了教学的难点。

二是重视朗读，尊重个体。以读为本，以读代讲，在阅读中
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
基本的表达方法。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出自己的判断。是新课标的要求。本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
这一观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是指名读、
分角色读、小组读还是齐读，都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感悟去读，
因为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次听他们读完后学生又
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收获与成功。

当然，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课文的整体把握，面
对新生问题地处理机智等，如何更好地解决，终将成为鞭策
我前进的动力。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五

唐诗《早发白帝城》是李白的一首作品。该诗画面明丽，语
文形象，情感欢悦，意韵畅达，描写了从白帝城到江陵的一
路春色，表达了诗人喜悦欢快的心情。怎样在课堂教学中指
导学生有效阅读，升腾情感，并能举一反三呢？依据教材特
点及学生的学习基础，我尝试变“教案”为“学案”的教学



思路，从学生求知发展的角度出发，我这样处理这一课的教
学。

一、得法

学习贵在得法。在古诗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好预习之法，如
读通诗文、通晓诗意之法等。这些方法的获得，来源于课堂
教学的点滴渗透，如教师的点拨、引导，教师的开放意识等。
只有这样，学生自学古诗的能力才能循序渐进，学生阅读的
自信心会日益增强，积累量会日渐丰厚。

二、入境

每一首诗都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或诗人的心境。要真正理
解一首诗，就应设法使学生入境，让学生和时代对话，和作
者对话，达到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要求的：“阅读教学是学生、
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把古诗
读得更真切，理解得更透彻，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情感和
熏陶。

在《早发白帝城》的教学中，重难点是体会诗人喜悦兴奋的
心情，需要加强朗读指导。我们不妨在学生通晓诗意后，指
导朗读前交代诗人的写作背景，使其成为突破教学重点、难
点的重要一环，为朗读教学酝酿情感。

三、悟情

只有调动情感因素，语文才能学得活，学得灵。闪烁着人文
光彩的古诗教学更是如此，若一味咀嚼生硬冰冷的词句，机
械反复地背诵词解句意，那么学生的学习便如同“嚼蜡”。
一旦开启情感的闸门，学生的激情便会喷涌而出，对于古诗
教学来说，诵读的环节也就有声有色，声情并茂了。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六

前不久，我和学生学习了海伦凯勒的《给我三天视力》这篇
课文，其实这篇课文是自读课文，一般说来是组织学生自行
探讨，领悟其精神即可。但我总觉得我的学生没有这一方面
的自学能力，不是我不信任他们，是他们的做法没有办法让
我相信他们长大了，成熟了，自律了……再有这篇文章确实
具有教育、感化作用，我对我的学生仍抱有一种会被感化的
希望，我想通过学习它让一些成天在课堂上不懂事理，无所
事事的孩子们能从中找到些意义和乐趣，不管是哪方面的。

我的期待是，他们读了文章很感动，被这些残疾人的坚强所
感染，我会给他们假设情境，假如他们也只有三天光明的话，
会怎样安排，怎样过会更有意义。他们会心灵震撼般的构思
起自己的人生蓝图。在他们的生活中，会出现合理安排时间，
珍惜分分秒秒的举动……可是，我错了，真的错了！

我把这篇课文设计的很仔细，每一个环节都很周密。第一节课
（第一课时），我由阿炳的事例导入，伴随着凄切、充满坎
坷人生的二胡奏曲，讲述了他的一生。我想学生会提前走入
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曲折中看到坚强的情境，会产生一种
仰慕，崇拜，有会自我反省心理状态。事实是，前面的一部
分学生稍有这种感觉，但大多数学生看到阿炳的照片发出笑声
（具体原因不知，也许是照片中的阿炳不帅），音乐的沉醉，
使笑声减弱。进入正题，一部分人记关于海伦的笔记，后面
绝大部分开始说话，趴着，准备入眠，对于他们来说，有趣
的内容已经结束。作为精心准备好这一节课的我，有点失望，
也许我很不无能，不称职，不能用更有趣的讲课方式激起他
们的兴趣。

第三节课，是堂学生自主发挥课，从海伦到桑兰、张海迪，
到霍金，让学生从这些人物事迹中学到点东西，我的要求不
会太高，哪怕是这节课领悟到了，我引导学生“海伦的一生
是一曲《命运交响曲》”随后播放了贝多芬的这首钢琴曲，



通过前两课时的教学，这节课学生的反应其实也是我的预料
之中，他们好象是第一次听到，但没有好奇之感，很无聊的
表情，让我觉得很尴尬，我无话可说。这篇课文没有达到我
的目标，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感动的题材
他们竟然没有被感化，为什么？（当然是部分学生）

这样想来，一度让我困扰的心情稍变了许多，也许我对他们
的要求已经和90后的孩子们脱节，我该整理一下自己的教学
思维，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七

今天的班级有点无聊，虽然前班已经充分准备，但学生似乎
不是很感激，虽然习惯了学生未知，但我的心或失望！幸运
的是，这个班顺服纪律，基本目标可以达到。反映如下：n感
觉一种酸在四种语言的教学环境中描述的，我组织学生朗读，
抓住标点和其他感情的危机，老师的办公室不惊慌。虽然有
个别学生参与的答案，但是平静的阅读和让这种危机的感觉
削弱了很多，考虑到有限的时间放弃教室的时间。

n感觉两个甜在读老师的话和动词的支持，这是教学的组织，
让学生自己演示这个行动，让学生从支持的经验中谈论什么？
双手支持从突出老师的力量突破身体的`动量，用他们的肉血
和血打开保护伞保护学生，减少破碎的砖，水泥板直接打击
了桌子的严重性后果。在这个时候，学生真的明白什么是爱。
是老师对学生的爱，这种爱是一种爱，无私的爱。然后我问：
谭老师不怕吗？他不想要更好的生活，他不害怕他的妻子和
女儿伤心伤心你做谁说老师的声音？这时候学生似乎有点动
了，他们说：我是一个人换来的四个学生的生活，这是值得
的！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怎么能有心脏，所以他们
去？在这个交换我顺势疗法问：你看到一种谭老师吗？学生
理解更多的地方。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八

今年的家长开放日上，我上了一节《雨后的森林》，由于组
长生病买来上班，我带着组内的妹妹们进行了课程设计，试
讲，也在鲍校长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革，最后在家长面前呈现
出一堂好课。

上完课，我也坐下来进行了反思，想想课堂上的优缺点。

优点：有了两年的经验后，我能够在课堂上收放自如，教态
大方，和学生的互动非常好，课堂环节接凑，过渡语用的比
较到位、精炼。另外在自己最欠缺的评价语上也有所突破。

缺点：如何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对语文教材的理解各异，
主体性的体现就是要把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放手给他们自己
研究，可以小组讨论，可以全班讨论，遇到分歧也可以让他
们争论。但在这样的交流中，教师并不是听众，也不应该是
裁判，不应该怕说话，在是整个课堂掌舵的船长。要适时引
导学生对语文文字的追究，引导、启发学生互相取长补短，
增进对文本的理解，这也是锻炼学生能力、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的重要渠道。引导学生主体性的发展，立足对学生智力的
开发。

太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学生的生活、学习，学生已有的知
识，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建立在教师内心的标尺上。忘了学
生究竟知道了什么？忘了学生究竟需要什么？作为一名教师，
常常将自己的喜好，一厢情愿地硬塞给学生，将自己对教材
分析的所得按照自己的思路，采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方法
一步步引生入“瓮”，不许学生越雷池半步。在这里，我就
是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生活体验与知识经验，超出了学生的接
受范围，所以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己在教学中遇到问
题也没有好好去解决，草草了事。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
看出，我们班的小朋友课外知识掌握得太少太少了，以后迫
切需要在完成课本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



每一件事，多多少少会给人带来遗憾，有了遗憾，才会迈出
进步的步伐。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会继续努力，争取能把语文课上得越来
越精彩。

上课的课后反思篇九

《雨后的森林》是新课标语文s版第一册第二单元的一首儿歌，
这是一篇轻快活泼的小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雨后森林里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教学时，我先画出红红的太阳，七色的彩虹，让孩子观察
这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孩子立刻进入“雨后的世界”；然
后出示森林的图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绿色浓浓，在雨后更
显苍翠，清丽。在这样的森林里，引导孩子展开想象会有哪
些事物，孩子们就会根据经验说出森林里的事物，孩子们兴
趣盎然，课堂气氛活跃，在孩子们大胆的想象中森林挂图更
加丰富，多彩起来。有木耳，红果，葡萄，蘑菇等然后再次
看图，引出小诗，整个导入自然快乐，孩子们很容易的进入
小诗中的森林世界！

对于一年级学生来讲，识字应抓得扎实、牢固、到位，我将
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有机结合起来，将课堂还给学生，体现
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是促进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在课堂上，
我采用各种游戏形式，来帮助学生记忆字音、字形，让学生
在玩中学习生字。

在教学儿歌时，我注意指导朗读，如“雨停了，雨停了！”
我让孩子先听范读，再练习，通过朗读体会雨过天晴小作者
和森林中的小主人们欣喜的心情，同时，也使学生对雨后森
林美景产生期待，但后引入诗中描写的四种事物的四句话，
这几句话分别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蘑菇，木耳，
红果，葡萄。诗文对比工整，语言优美，描写的景物色彩艳



丽。我通过让孩子观察，想象，理解诗文内容。体会诗文意
境，很自然地引出对大森林的赞美，然后，帮助孩子理
解“彩色的图画”“祖国的宝库”通过再次看图观察图中出
现的色彩，真切感受到“多彩”，同时根据经验想象森林中
还有些什么宝贝，理解宝库，表达孩子对森林的热爱，对大
自然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

在学习中，我注重识字朗读，使孩子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小
诗，会背诗文，懂得诗文内容，体会祖国森林的美丽！孩子
们玩的开心，说的真实。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我感觉自己的经验不足，缺乏锻炼，语言表达有所欠缺，对
“美”的展示不够到位，我一定会努力，向领导和经验丰富
的教师借鉴学习，提高自己的语文素质和教学水平，努力上
出真正“美丽”的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