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的人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有的人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兄弟学校的来搞联谊活动，我应邀上了一节六年级略
读课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本组教材以“初识鲁迅”为专题编排，四篇文章中只有一篇
是鲁迅自己的作品，其余三篇就是不同的人写鲁迅的，这样
就使得鲁迅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丰满、生动。《有
的人》是诗人藏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而作，诗
人参观了北京的鲁迅故居。

看了鲁迅先生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联想到鲁迅一生不懈的奋
斗，诗人感慨地说：“人民的爱憎是分明的，对于为革命作
出杰出贡献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有的人》这
首诗热情地讴歌了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
神，嘲讽和鞭挞了反动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同时向我们提出
了人生价值的重大课题。

全诗结构完整紧凑，感情表达强烈真挚，饱含诗人多年来对
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体验，融人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真挚感情。
诗是最精妙的语言艺术，用最少的字词，最简练的结构，最
优美的音韵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有无言之美，无尽之意。
因此被誉为是“艺术中的艺术，文学中的文学”。诗中营造
的意象与意境，能使人沉浸乃至陶醉。教授这堂课，我的做
法是通过反复的诵读、揣摩、品味，把握诗人感情的脉搏，



加深对诗歌主旨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我从这首诗的形式
美、韵律美、意象美、哲理美等几个方面去体味、理解。

有的人教学反思篇二

反思我的教学设计：根据参考书的教学建议，根据这首诗的
结构特点，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我打破了参考书的教学建
议，不是一节节学习，而是先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找到诗
的写作特点：一是对比（学生容易说出来），二是诗的2与5
小节、3与6小节、4与7小节是相对应的。预设时我也想到了
过学生对第二个特点可能回答不上来，于是我对这一环节设
计了两种方案。

在教学中，对第二个特点学生确实答不上来，我准备使用第
二种教学设计，我说：“现在找不出来没关系，学完诗后你
会知道的。”这句话一出口，一位学生举手了，我让他回答，
他居然说对了，我心里一阵高兴。我高兴的不是我可以用原
来的方案上课，而是对这位学生能在我已经准备继续讲的时
候，能够大胆地举手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位学生不是优
等生，而是一位中等生。

虽然最后我还是用了原先的教学设计，但我觉得在备课时对
每一个问题的.设计必须先要考虑到我们的学生，这就是我们
的语文老师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备课背两头。

有的人教学反思篇三

《有的人》这篇课文是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
因此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但是这首诗不只是单纯写
对鲁迅的怀念，而是通过与鲁迅截然相反的“有的人”的对
比，批判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和压迫者，热情歌颂
了鲁迅先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号召人们做真正的
有价值的人。本课的教学目标是：1.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培养鲜明的爱憎感情，懂得为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



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2.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手法，体
会这种手法运用的好处。

教学之前我有些疑虑，如何让学生领悟到课文的深刻内涵，
感情受到触动。最后我决定通过对比朗读去让学生感受两种
完全不同的人的行为以及他们的不同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去
感受鲁迅先生的爱憎和人生理想。最后引导孩子们联系实际
说说什么样的人才是为人民的人，对于小学生来说该如何去
做。

教学中，简单的教学程序很快帮学生突破了难点，他们懂得
了为了人民的人将永生，与人民为敌必然灭亡。他们进行了
对比朗读，注重了朗读技巧。

文以载道，语文学科，作为德育材料同样是丰富而生动的；
因此我在教学活动中，决定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优势，适时的
进行德育渗透。于是，有感情诵读了课文之后，我引导孩子
们讨论：怎样做才叫为了人民？孩子们讨论得很热烈，最后
举了不少例子加以说明。不可避免的，我们也遭遇了“中国
式的道德尴尬”，他们用他们幼稚的眼睛发现了诸多的社会
问题，谈到了当今社会一些为官不为民做主的事情，但是，
这些当官的依然飞黄腾达。此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们解
释，也许是我过于孤陋寡闻，能说出的为民做主的官太少太
少。最后我告诉孩子们，对别人要宽容，对自己要严厉。

语文课堂上也要进行德育渗透，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比
品德课上一味地道德传授的效果要好。如果语文课堂上只传
授知识而忽视了德育，或者丢掉了教育最佳时机而盲目地空
洞说教，则显得苍白而无力。教师就应该为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进行必要的引导，因此，教师应该时时关注孩子而设计教
学。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教学反思



今天，兄弟学校的来搞联谊活动，我应邀上了一节六年级略
读课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本组教材以“初识鲁迅”为专题编排，四篇文章中只有一篇
是鲁迅自己的作品，其余三篇就是不同的人写鲁迅的，这样
就使得鲁迅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丰满、生动。《有
的人》是诗人藏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而作，诗
人参观了北京的鲁迅故居。看了鲁迅先生生前工作过的地方，
联想到鲁迅一生不懈的奋斗，诗人感慨地说：“人民的爱憎
是分明的，对于为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
忘记的。”《有的人》这首诗热情地讴歌了鲁迅先生“俯首
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嘲讽和鞭挞了反动统治者的丑
恶行径，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人生价值的重大课题。全诗结构
完整紧凑，感情表达强烈真挚，饱含诗人多年来对历史和现
实的观察和体验，融人了作者爱憎分明的真挚感情。诗是最
精妙的语言艺术，用最少的字词，最简练的结构，最优美的
音韵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有无言之美，无尽之意。因此
被誉为是“艺术中的艺术，文学中的文学”。诗中营造的意
象与意境，能使人沉浸乃至陶醉。教授这堂课，我的做法是
通过反复的诵读、揣摩、品味，把握诗人感情的脉搏，加深
对诗歌主旨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我从这首诗的形式美、
韵律美、意象美、哲理美等几个方面去体味、理解。

课前，我的确做了非常丰富的预设，但是在课堂上，学生依
然不能突破难点——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说说两类人的区别。

实际上，在教学中，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我的朗
读指导来攻破难点。这也是我教学中的一个瓶颈。课后，我
和学生交流，学生能够理解，但是在课堂上的时候，他们不
敢表达火无法表达。我怎样去引导呢？这将是我工作的一个
努力方向。

《有的人》教学反思



这首诗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
写的，所以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但是这首诗不只是
单纯地写对鲁迅的怀念，而是通过与鲁迅截然相反的“有的
人”的对比，批判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热情歌颂了鲁迅先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号召人们
做真正的有价值的人。诗歌运用对比的手法是感情更加突出。

“有的人”是个引人深思的题目——它指的是什么人?这些人
怎么样?诗中举出了完全对立的两种人加以对比。而且诗中有
许多句子都与鲁迅的人品和文章有联系。如，读到“俯下身
子给人民当牛马”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鲁迅的名言“俯首
甘为孺子牛”；读到“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也
会联想到鲁迅的著名散文《野草》。因此，在教学本课时，
我注意结合本单元学过的课文，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一面》等以及相关的阅读链接来理解课文，做到温故知新。
同时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学有所得。如：“有的人/俯下身
子给人民当牛马”。这句诗使你联想到什么？（想到了鲁迅
先生救助车夫的情景；不让女佣阿三干重活的情景；让卖票
的青年一元钱给他两本书的情景……）这样加深对诗句意思
的理解和体会。

对比是这首诗的主要写法，诗的每一小节都用对比写，每一
节都是先反后正，这样，使正反两方面的形象更加鲜明，主
题更突出。因此，我在朗读指导中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对比朗
读，如：每一小节前后两句话对比读；行为和结果的对比读；
还有更加细化的第二小节第一句和第五小节第一句（以此类
推）的对比读。通过这种对比朗读，既能帮助学生体会诗歌
的内蕴，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对比的表达手法。学生对课
文内容的感悟自然也得到了提升。这样以读代教，让学生在
读中品味，读中感悟。

最后，在理解诗歌的基础上，辐射鲁迅精神，让学生学习鲁
迅，像他一样关爱他人，热爱人民，愿意俯下身子给人民当
牛马。并呼吁学生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乐意为社会作贡



献。

不过，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略读课文的教学特点没有得到
充分体现。牵着学生的地方还多了点，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
不够。我应该让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尝试运用学习讲读课
文的方法独立阅读，理解文章，我再适当引导，让学生体会、
感悟课文，从而提升认识，升华情感，唤醒学生主体意识，
使学生真正成为读书的主人另外在朗读方面以后要加强指导。

有的人教学反思篇四

反思我的教学设计：根据参考书的教学建议，根据这首诗的
结构特点，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我打破了参考书的教学建
议，不是一节节学习，而是先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找到诗
的写作特点：一是对比（学生容易说出来），二是诗的2与5
小节、3与6小节、4与7小节是相对应的。预设时我也想到了
过学生对第二个特点可能回答不上来，于是我对这一环节设
计了两种方案。

在教学中，对第二个特点学生确实答不上来，我准备使用第
二种教学设计，我说：“现在找不出来没关系，学完诗后你
会知道的。”这句话一出口，一位学生举手了，我让他回答，
他居然说对了，我心里一阵高兴。我高兴的不是我可以用原
来的方案上课，而是对这位学生能在我已经准备继续讲的时
候，能够大胆地举手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位学生不是优
等生，而是一位中等生。

虽然最后我还是用了原先的教学设计，但我觉得在备课时对
每一个问题的设计必须先要考虑到我们的学生，这就是我们
的语文老师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备课背两头。

有的人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片略读课文，要求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培养学生憎爱



分明的感情，并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
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了解本文运用的'对比手法。诗歌语
言朴素，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因
此一开始安排学生自学感悟，教师点拨引导在感悟的基础上
指导有感情朗读，将鲜明的对比融入到朗读中，为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本课的学习拓展到21世纪的小学生应
该怎么做，学生说得非常好，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动起来，
于是安排了写，记下此时的感受。

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时，对整组教材考虑得较少学生对
鲁迅了解得还不是太深，因此在整首诗的理解上停留在表面。
本课的有感情朗读诗歌是重点，学生对爱憎的感情朗读的还
不够鲜明，知道要表达的感情，但读不出来，这时教师应及
时的做到范读。在指导朗读和理解时，应把握诗的整体性，
不应打乱顺序理解和朗读，这样就破坏了作者写这首诗的初
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