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师德考核领导小组综合评价评语 中
学生综合评价评语(大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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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五柳先生传》这是初中阶段一篇典范的文言文，字词句的
字面意思和翻译不是很难，大多在课本上有注释。因此，我
把教学目标和重点放在对文言文的朗读指导和人物形象的分
析上，试图通过形式多样的范读、齐读、个读来让学生更好
的理解文本和感知人物。比如“晏如也”这句的朗读指导学
生读出坦然自若、毫不在意的语气，“欣然忘食”的“欣
然”二字读出高兴的语气等等。这样能让学生迅速了解了一
个安贫乐道、在读书中获得精神愉悦的五柳先生。另外，文
言文的学习对于初中生来说，一直就是个难点。学生大多畏
难，害怕文言文。

文言文的.教学往往停留于字词的串讲，课堂常常陷入被“填
鸭”和枯燥沉寂的状况。因此我有意识的在尊重原文意思的
前提下适当扩展，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来激
发学生了解五柳先生的兴趣，并增加一些作者的生平和其他
诗文，让学生真正了解一个真实的个性鲜明的五柳先生，从
而让他们更容易去感悟古代隐士的高雅志趣。比如陶渊明做
官越做越小、读书饿肚子、一贫如洗仍喝酒赏菊的逸事。

从课堂反馈来看，基本上很好地完成了我预设的一些教学目
标和要求，学生的配合比较顺畅，对本文字词的学习通过课
前预习和课中讲解也能轻松掌握。但由于五柳先生这一人物
形象远离我们这个时代，他的卓尔不群的个性也远离世俗，



不是很被人理解和接受。学生在感悟体会方面不能马上产生
共鸣。还有学生对文言文中一些和现代汉语习惯差异较大的
文言现象也学习不太透彻，仅仅限于识记阶段，还不能举一
反三。

上课由于拓展较大，容量较大，所以上课的节奏略快，学生
及时消化的时间有限，比如文言现象的整理归纳和文言文的
理解性背诵，这些将在后期的学习中必须进行补充和加强。

中职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这堂课，不求句句串讲、字字落实，而是贯之以文言文学习
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读的方法（知人论世读书法，入情入
境读书法，立体读书法）、译的方法（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猜读法）、背的方法（重点词语背
诵法，线索背诵法）、积累的方法（卡片读书法），在充分
尊重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的前提下，让学生的多种
感官全方位地参与学习，充分调动了学习积极性，使课堂焕
发出生命的活力。真正实现了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充分
解放学生的大脑、双手、嘴巴、眼睛，让学生在质疑问难中
探究发现，在读读背背中积累语言，在各抒己见中升华认识。

中职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五柳先生传》属宁静而深远、似枯而实腴的文章，充分显
示出五柳先生的淡泊名利的心境。于是，我在教学时试图追
求一种深水静流的境界，期冀能够触摸到每个文字背后丰赡
的思想情愫，紧紧抓住了文言文教学的特点，以“读”贯穿
整堂课的'教学。通过初读、诵读、品读等教学环节，由浅入
深，在师生互动交流，质疑探究中，使学生积累了一定的文
言词语，品鉴了五柳先生安贫乐道、不慕荣利、旷达自任的
品格和高洁志趣，也让学生有了一定的情感体验。

研读课文，由文及人，品评五柳先生的精神气质。这一阶段



我主要设计了一个主问题：陶渊明是如何来写五柳先生的呢？
哪个同学能给我们说说他的发现。除了兴趣外，五柳先生
的“高”还表现在哪些地方，请你细读课文，找出来予以品
味？又设计了一个重点探究学习环节：选择自己喜欢的方面
表达看法。采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这一手段，让学生读出新
的感受、新的体验和个性化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既教给
了学生必要的阅读文言文的方法，解决了学生阅读中遇到的
障碍，更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此时教师就不
是作者的传声筒，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是学生阅读
的伙伴。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问，叶老师也尽量让学生自己去
解决；对于学生的独特发现和领悟，也让学生自己去评价。

品读课文，由人推己，与五柳先生对话。在这一环节，设计
的问题是：你喜欢五柳先生吗？为什么？让学生联系自身作
出价值判断，直击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反思自己的人生。并
恰当的引用了陶渊明的《拟古》、《杂诗》、以及宗白华《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材料，拓宽了学生视野，使学
生对五柳先生的人物形象有了较为全面的印象。从而自然而
和谐地过渡到洒脱、率真的“魏晋风流”的文化反思与咀嚼。
最后在课堂最后的寄语中深情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反思：
在充满阳光的现代社会，虽然魏晋时代的文人那种消极避世
的态度已经不值得我们提倡了，但希望同学们在自己人生的
道路上激流勇进，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同时，也不妨让自
己活得萧散一些，旷达一些，真率一些，让我们――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当然，在课堂上表现出来的激情的缺乏，也是无庸置疑的。
在学生回答后有时没有及时地跟进和追问（如对“不知何许
人也”的阐释就显得比较急躁与引导不足；在学生回答引用
老子的话这么精彩的时候没有及时跟进）等问题还有待改进。

是的，归去！归去磨剑！



中职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的教学是为了贯彻学校提出的“三精”教学（教学
内容精当合理、教学主题精炼深刻、教学方法精巧有效）精
神和文言文教学三步骤（读顺、读懂和读悟）模式而设计的，
在教学环节上按照定向、自学和讲练的模式实践。

首先，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体现学生的`自学过程，在课
堂教学的前半阶段，主要是让学生疏通文意，设计了以学生
诵读为主的教学思路，学生自由朗读、个别朗读、教师指导
学生划分节奏后示范朗读和学生齐声朗读，朗读方法灵活而
不单调，学生在反复朗读中自然感知课文内容，达到对文意
的把握，从而实现了文言文教学三步骤中的读顺。其次，要
求学生对照阅读提示、结合课文注释、课后习题，按照“读
文——释词——译句”步骤自学课文。

在这一阶段要求学生边读边圈点、边划，提出自己不理解的
词句，进一步指导学生自学。这一阶段目标是使学生在自学
中把握文意从而实现文言文教学三步骤中的第二步——读懂。
最后，为了激活学生思维，活跃课堂学习氛围，设计了合作
学习这一环节。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展开讨论：五柳先生是一
个怎样的人？你喜欢他吗？请结合文中的关键句子说说你的
理由。并且提供学生答题格式：“我（不）喜欢五柳先生的。
因为他，从文中这些语句可以看出。”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促成了学生的合作、探究，在积极、友好的讨论
和踊跃、富于个性的发言中把课堂教学推向了一个高潮，也
很好的达到了文言文教学三步骤的“读悟”的目的，从而较
好地完成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中职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五柳先生传》是初二语文教材中的一篇文言文，我把教学
的重点放在理解五柳先生的性格、志趣和精神面貌，揣摩文
章中平淡语言中的深刻寓意，难点放在理解“好读书，不求



甚解”句，和文眼“不”的句子上的理解。

一、复旧引新，激发兴趣。

学生大多认为学习文言文有困难，我就从学生已经学习过陶
渊明的篇目入手，回忆学过的《桃花源记》，让学生背诵
《归园田居》。这样就唤起对对作者的了解，缩短了与课文
的距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关注学生的发展，就必须启发学生，引导探究。落实到课堂
教学上，就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发现质
疑，积极思维。

1.在这一节课中，让学生读课文后，我并不是引导学生一句
句的讲解，翻译;而是让学生结合课文下面的注释，疏通文意，
标出疑难字句，在小组内解决。老师只是检查学生识字，词
义理解和句子的翻译。

2.对五柳先生的性格、爱好、生活状况，我没有直接讲解，
是让学生自己在默读中寻找，再讨论。再选取小组代表发言。
这样让全体学生参与，积极思考。

3.在品味语言上，为了避免学生杂乱无章，采用了限制格式
但不限制内容的方法：用“从文中的‘……’句中，可以看
到他是一个什么人?”说话，这样，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可
让学生选一句说，也可选几句说;先让学生讨论，在自由发言。
这就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打开学生的思维，
形成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氛围。

三、引导学生个性阅读。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在开放



的课堂注重学生个性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适当引导，这
种启发思维探究的过程是极为珍贵的。如果教师不能有效引
导，久而久之，封住学生的口，凝固学生的脑，扼杀学生的
思维。

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为进一步理解陶渊
明的高洁志趣，我在《五柳先生传》的教学最后一个环节中，
设计二个问题，1、你喜欢五柳先生吗?请说说理由。2、你如
何评价陶渊明做隐士?学生在读文，思考，讨论中发布自己的
看法，即使有的有失偏颇，也是主动学习、思考得来的，是
学生现代的生活阅历与五柳先生的生活态度发生碰撞得来的。

四、突出朗读训练，

资料共享平台

上文言文课，尤其要重视学生“读”的训练，充分体现“书
读百遍，其义自见”。先是老师范读，不用电教中的录音读，
是老师亲自给学生做示范作用，让学生知道如何读出节奏，
读出语气，读出情感。再学生自由读，指明学生朗读，学生
评论，男女生分读，学生默读，学生齐读，学生背读。一堂
课，让学生读了8、9遍，占据时间是10多分钟，这既是关注
了学生，又重视了学生的朗读训练，以读来促进教学。

五、不足之处：没有充分打开学生思维。

打开学生的思维，已经成为语文教师的共识。要打开学生的
思维，就必须启发学生，引导探究。落实到课堂教学上，就
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发现质疑，积极思
维。最后结果是否与教师的预想吻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启发思维探究的过程，答案可以丰富多彩。这节课在这方
面做得还不够，在探讨有的问题时，教师总情不自禁地想将
学生引向自己的预想答案，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积极思维探
究的能力。今后还应该在这方面加以注意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