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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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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篇一

《不懂就要问》记叙了孙中山小时候在学习时不懂，请求先
生讲解课文意思的一件事；赞扬了孙中山乐于思考、敢于提
问的学习态度和勇于追求真理的主动精神。课文是按事情的
发展顺序写的，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教育性，目的是通过学生
学习，教育学生从小养成勤学好问的习惯。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一下效果：

1、巧妙引入“不懂就要问”。这句话是课文的中孙中山说的
话，教学伊始，我让学生说说这句话出现在文中哪个自然段，
从而找到文章的中心句：“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
弄清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打乱了课文的顺序来讲课，
用清晰的主线，引导学生学习，这样学起来思路清晰。

2、运用课件中图片、生动的语言、教师的肢体语等贯穿于教
学中，激发学生的情感，便于他们接受。如在教学每一段之
前都设计了一些过渡语，设疑激趣，自然地过渡。在教学第
三自然段之前，我先出示课件中图片，让学生观察图画，仔
细观察人物的动作、表情等，这样就把学生的思维由课堂引
到了孙中山在私垫读书的情景，使学生的学习处于兴奋状态，
乐于学习和接受，并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教学中，通过做一做
“摇头晃脑”“拿着”等动作表演，让学生入情入境。



3、成功地将孙中山和其他同学的表现进行了对比。针对课文
中相关语句，我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文中为什么要描
写同学们的表现？”让学生把孙中山和其他同学从语言上、
动作上进行对比，从同学们的表现可以看出大家是非常怕先
生的。这与孙中山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出孙中山
不懂就问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4、我在设计教学时，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儿童的认知规律设置了
“以读为主”的课堂教学结构。教学时，紧紧围绕“读”设
计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使学生读有所感，读有所
悟，读有所得，真正尝到读的甜头。运用多种形式的读书活
动，引导学生理解文章中心，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分角色朗
读，学生犹如身临其境，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在指导朗读
课文第三、四自然段时，学生分别扮演孙中山、私塾先生，
在体会人物内心想法的基础上读句子，学生感悟到孙中山是
一个不懂就问、善于思考的孩子。

紧扣“问”的过程，比较人物言行，培养勤学好问的习惯。

孙中山勤学好问的精神，是通过“孙中山礼貌请问——先生
厉声反问——孙中山从容答问——先生欣然解问——同学提
出疑问——孙中山笑着答问”的过程表现的。因此，在教学
时引导学生通过！

小学语文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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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篇三

课文借用孙中山小时候上私塾的故事，告诉我们“学问学问，
不懂就要问。”当学生问道孙中山向先生提问，不怕挨打吗？
孙中山说：“为了弄清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学习至此
环节，我不由联想到在我们的校园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确
实遇到过一些爱提问题的孩子，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
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在他们向大人（包括老师、家长）
提问时，也许碰到过一些钉子。于是我打破原来理解文章最
后孙中山说的话的意思，直接切入生活讨论：“请谈谈你曾
经面对家长、老师不敢提问”的情景，按说碰钉子也没关系，
我们是为了弄清道理吗？孩子们安静了片刻后，看到我往下
没有做什么明示暗示，他们纷纷发言。有的列举了在家中厨
房里问妈妈为什么要把油烧热了再炒菜，却遭抢白，“躲远
点，小心渐到油。”有个小男孩却生生地说：“有一次，我
向老师问家庭作业是不是生字写三遍？”老师没好气的
说：“我留作业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我当时就是怕写错
了才向老师问一下，可没想到……以后我再也不敢问了。

这个小男孩的话勾起了我太多的感触。是的.，我们作为一位
老师，总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勤学好问。有时候，学生们提一
些毫无价值的问题，我们总是把持不住自己，而伤害孩子们
的自尊心，从而打击他们积极性，使孩子们“封口”。无论
是老师还是家长，在孩子们提问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是耐
心解答或坦诚相告呢。而其更有的除了不回答外，还追上一句
“你真笨，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或是由于工作忙，
而拿一句话旧搪塞掉。

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就是再用话语鼓励孩子不懂
就要问，也不如在平时认真对待孩子们的提问。



小学语文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是第一次上二年级下册的课，拿到教材的第一感觉就是
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教学。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的教材和下册
相比较，确实是量上有实质性的飞跃。虽然准备了几本教参，
教师用书，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很茫然，不知道对于这么长
的篇幅怎样来进行我的教学。

在上课之前，我还是用一惯的方法准备了字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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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师课前导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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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后的孙中山。

本课时，就是要学生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能够流利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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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里糊涂的背，有什么用呢？”,三自然段出示句子，交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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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种方法通过
不同形式的读，让孩子认识我们的生字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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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二年级的教学来
说，内容上欠少，没有初步的了解课文内容，思考课文的整
体性，教学应把握好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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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旧爱呕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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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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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不懂就要问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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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吴爱红老师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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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上法和吴老师交流，她告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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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