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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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篇一

前不久，我参加了县优秀课的评比活动。翻开九年级语文教
材选课时，我第一眼就看好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
信》。之所以选这篇文章，理由主要有两个:一、这是一篇文
质兼美的好文章，学生能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增加语言
积累，学会写作方法:二、能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陶冶学生
情操，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爱
情话题”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实则上就是为当前的教育补充进
“情感与人文”的元素。本文就是如此，让学生通过学习能
够审视爱情，审视身边的早恋行为。

我深刻意识到本节课首先是一节语文课，要结合文本对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却不能上成思想政治课。所以，在教学中，
我既注意学生的听、说、读、写;注意引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
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学习说理写作方法;注意学生间的
合作探究;又注意采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阅读中
与文本及文本的作者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将爱情观和人生观
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精神上得以提升。

能够让学生在一节课中有这么多收获，作为一名教师，作为
一名语文教师，我真的很欣慰。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篇二

中学语文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表情达



意、交流思想、抒发情感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
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陶冶情操，树立远大的理想，具有
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精神，形成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
价值观。然而在今天的教学中，让老师和家长都很棘手的问
题是中学生中的早恋现象。有人云：这不是早恋，而是早熟，
或者交往过密。其实，这一现象说到底，就是由于中学生生
理的成熟而对异性未知领域产生的好奇心，进而渴望探求的
心理现象，发展成为所谓的爱情。苏联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
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在《致女儿的信》中用生动曲折的童话讲
述了这人类最崇高的情感爱情中所包含的忠诚、心灵的追念、
人性的光辉，正是人之所为而不是动物的根本标志。不能把
它简单的等同于性爱和繁衍后代。在苏霍姆林斯基的童话故
事中，讲到上帝三次看到的情形，当上帝教给了他们如何筑
造窝棚的方法，又把铲子给了男人、谷粒给了女人之后并且
说：生活下去，繁衍后代吧。一年之后，上帝看的是田地里
是一片成熟的谷物、熟睡的婴儿，而此刻的上帝感到迷惑、
惊慌。五十年后的同一天上帝再次光临人类时，窝棚变成木
造房屋，荒地变成果园，地里一片金黄的麦穗，儿女们在收
割，孙子们在草地上嬉戏，上帝从老头、老太婆的眼睛中看
到了无以伦比的美和更大的力量，而且有一种新的东西忠诚。
又过三年之后，上帝来到人间看到老头坐在土丘上，双眼充
满忧郁悲伤，这是对去世的老婆的心灵的追念。然而在更远
处则是金色的田野，火红的曙光，许多的青年男女构成一幅
更为广阔灿烂的爱情的生活画面，成为人类种族的生命力永
不衷败的纽带。在西方人看来创了一切的上帝面对人类爱情
的伟大力量时，也只能怒不可遏最后是不可理解，带着深深
的沉思离去，而人却成了大地的上帝。

苏霍姆林斯基用这样生动有趣的童话诠释了女儿的提问什么
是爱情。笔者认为爱情的过程，是人类这种高尚情感的升华
和结晶的过程，又是一种经得起雨雪风霜严峻考验的，为人
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生产劳动并且能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因此，爱情不是一时冲动、简单的海誓山盟、生死相随，而



是经得起世纪考验的忠诚和永恒的追念。它是一个民族发展
壮大的润滑剂和推动器。

当今中学生早恋现象中所缺乏的对爱情价值的真正意义的正
确认识，我对早恋现象进行了分析，大致有四种原因：

1、多种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增加了学生爱情的信息量，
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们的早熟的催化剂(由好感到爱情)。

2、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学生生理发展大约提前了2年。
中学生缺乏自控力，想象探索异地的奥秘(青春触动发展成爱
情)。

3、有的中学生只图享乐青春年少追求时尚(由享乐到爱情)。

4、夫妻情感不融洽(或家庭教育有问题)，使孩子相对孤独，
想寻求异性的理解和保护(由同情发展到爱情)。而这些让中
学生迷茫而过早步入了爱河，有的甚至不能自拔，误入歧途，
走上犯罪道路。而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没有树自己的
远大理想，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没有正确的爱情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其实中学生应在成为有智慧的人上下功夫。一个有智慧的中
学生，他是不会目光短浅，只图享乐在前，他是不会妄自菲
薄，沉迷于灯红酒绿，他是不会委身金钱利诱，屈服于暂时
的困难。有智慧的中学生他应是把自己的学习和理想联系在
一起，让自己学中的一个个近期目标组成自己的远大理想，
把自己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自己学有所成之后，
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去寻找志同道合的知音。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同学关系，培养中学
生健康的爱情观，仅有十四岁的女儿能够大胆地向父亲提出
什么是爱情，同时得到父亲慈母般的回答，这本身就体现了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和女儿平等和谐的父子关系，蕴含



着父亲平时对孩子循循善诱的教诲，让孩子从这样的教育中
饱尝亲情的关爱。我们许多家长老师与孩子形成一道天然的
代沟，以严父、严师的姿态对待孩子，让孩子望而生畏，退
避三舍。象这样的孩子有心理话，他能和你讲吗?他有许多的
秘密能去告诉你吗?因此这样学生他只能在同龄人中去寻找倾
诉的对象，于是久之便成知己，他们相互的不足又不能相互
发现，有的简直是臭味相投、一见钟情难以割舍，就这样造
成中学生早恋现象。此时如能遇长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直面
爱情和孩子坦诚交流，指导孩子正确对待早恋，处理好自己
生理和心理成熟关系，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
就能让中学生克服早恋，踏实学习，扬起青春的风帆，在实
现人生远大理想的航线上，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篇三

从“杜郎口”回来，学校上下达成了共识--要让课堂“活”
起来就必须让学生“动”起来。我对“动”的理解就是让学
生们动口说、动手写、动情演，然而怎样让学生心甘情愿地
说、写、演，这就得看老师的“手段”了。以下就是这堂课
中我有效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实践”的方法:

一、创设情境，以情引情

以前我班学生就有过写诗的训练，在上完舒婷的《致橡树》
后就有了创作爱情诗的欲望，学生们提出要评选出最佳作品，
当时戴晶晶的《爱不只是紧紧拥抱》和艾勇的《致爱人》两
篇比较出色，然而我一直没有公布结果，想以一种特别的方
式展示同学的优秀作品，于是和两位同学偷偷地商量，由诗
作者自己朗读，配上画面和音乐制作成视频。我把这个环节
作为了这单元最后一堂课的导入，果然美丽的画面、悠扬的
乐曲、优美的文字、深情的朗读的感染下，同学们注意力马
上集中起来，一下子就开启了学生情感的门扉，以情引情，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艾勇和戴晶晶两位同学来说，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如此完美地呈现出来，既新鲜又自豪;



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希望自己的作品也有如此呈现的机会，
羡慕之余也暗下决心。这个环节既起到了激励作用，同时也
为这堂课的“拓展”环节作了铺垫，希望同学们充满热情地
参与到“续写”训练中，“续写”训练结果非常成功。(后详
述)

二、创设平台，以生为本

这篇课文的童话故事中蕴含大量含义深刻的语句，值得反复
推敲，一般老师都指导学生先找上帝三次来到人间看到什么
情景，他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探讨上帝为什么这么表现?通过
这个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关键字词的含义，进而把握“爱情的
真谛”。然而，我认为初三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阅读能
力，应该尽量让他们在课堂上不受约束地去探究、去思考，
学生自己找寻到的关键语句才真正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学生
自己发现的问题才是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为此我要求学生以
“令我感触最深的语句是……因为……”这样的格式自主圈
划关键语句进行“赏析”，同时考虑到班级学生差异很大，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也允许学生选
择“质疑”方式，同时又为学生们搭建合作学习的平台，在
小范围无拘无束的争论中思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全班交
流打下基础。结果在全班交流时，同学们畅所欲言，如张文
倩同学找寻到了“人就成了地球的上帝了”这个重要的句子
并且采用“比较阅读”方式，在文中找到了与之形成对比关
系的语句“一个人不能擅自创造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东
西”，在同学们的相互补充中充分感受到爱情的伟大力量迫
使上帝放弃了对人类的控制，因为有了爱情人类才主宰自己
的命运和生活;又如黄凤珠同学质疑:为什么既然童话故事说
的是爱情为什么描写上帝三次人间看到景象?同学们通过讨论
得知，上帝描绘的是人类的温馨、美好、快乐的生活场面，
而这一切都是爱情造就的，所以自以为万能上帝那么恼怒，
进一步展现了爱情的美好和强大;王成琦同学质疑:为什么上
帝第三次来到人间后沉思着离开?……学生的反映证明了，以
生为本的语文课堂才是真正充满活力的。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篇四

前不久，我参加了县优秀课的评比活动。翻开九年级语文教
材选课时，我第一眼就看好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致女儿的
信》。之所以选这篇文章，理由主要有两个：

一、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好文章，学生能够在学习课文的过
程中，增加语言积累，学会写作方法。

二、能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陶冶学生情操，教育学生形成
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

“爱情话题”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实则上就是为当前的教育
补充进“情感与人文”的元素。本文就是如此，让学生通过
学习能够审视爱情，审视身边的早恋行为。我深刻意识到本
节课首先是一节语文课，要结合文本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却不能上成思想政治课。所以，在教学中，我既注意学生的
听、说、读、写；注意引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
语文学习习惯、学习说理写作方法；注意学生间的合作探究；
又注意采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阅读中与文本及
文本的作者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将爱情观和人生观结合在一
起，让学生在精神上得以提升。

正如我们的家长在孩子提问这个问题时不开明的表现一样，
学生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敢敞开心胸，畅所欲言。这一
点，是我在上课之前就有心理准备的，学生的发言不够踊跃
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谁能要求刚刚进入青春的孩子们在几
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不脸红、不害羞地大谈特谈爱情呢？虽
然如此，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却真的很有收获：他们能
自己思考、合作探究得出答案；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
己的见解，而不是照念参考书；他们的`学习习惯得到了进一
步的培养；他们掌握了讲述抽象道理的方法；他们还知道了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并能够用本节课所学审视身边的爱情。
他们真的收获了很多，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能够让学生



在一节课中有这么多收获，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语文教
师，我真的很欣慰。

四年级课海的女儿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教学内容是在学生认识100以内的数并会比较数的大小的
基础上安排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会使用“多一些”“少一
些”“多得多”“少得多”等词语描述两个100以内数的大小
关系，进一步培养数感。针对教学目标，应把本节课的教学
重点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力于学生的语言发展，能用完整的语言，准确地描
述“多些、少些”，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关系。

2、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进行教学，充分让学生体会生活
中的数学。

利用身边的例子引入。上课开始，我就问学生：教我们的老
师有多少?我们班有多少人?学生兴趣挺高，一起在数教我们
的老师有多少人，然后再数我们班有多少人，这样既巩固了
学生数100以内的数，也让学生学习的劲头高涨。数出：老
师7人，学生51人(板书)。然后由这两个数据让学生明
白：“多得多、少得多”的含义。然后还是用身边的例子：
男生和女生的人数(人数差不多)，来引入本课的另一个知识：
多一些和少一些。这样，学生学习兴趣浓厚，能够积极的参
与到学习中来，学习效果挺好。

3、采用欢快轻松的教学方式，避免单调的模仿和说教。

在学生初步理解了“多得多、少得多、多一些和少一些”的
含义后，让学生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以便更加熟练理解。
让孩子们互相举例子，更加巩固含义。然后全班交流：孩子
们举的例子挺好：比如说：我又10支铅笔，小红又50支，小
红的比我的多得多;…… 加深学生多两个数之间大小关系的



理解，发展学生的数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