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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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济南的冬天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济南的冬天》是老舍的散文名篇，篇幅短小，构思精巧，语
言优美。学习这样的美文，既能让学生得到语文的滋养，又
可得到审美的陶冶。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主要体现了教学的主体性原则，让
学生主动学习。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往往过多地分析、讲解，
结果既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又浪费了时间，阻碍了学生的
个性发展。而新课程强调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主体参
与的程度是学生学习好坏的重要因素。

阅读教学主要以课文作为凭借，因此读书是阅读教学的最重
要一环。如果没有学生读书，或学生读书不充分，那么，即
使教师讲得精妙绝伦，学生也不会有多少收获，更难有真切
的体会。读的过程是学生对文章感受、理解、吸收的过程，
也是想象、加工、创造的过程，它可以把无声语言化为渗透
自己感情、意识的有声语言，这一过程是别人替代不了
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还应是学语文的根本。基于这
样的认识，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先是自由朗
读整体感知，再是重点朗读品味赏析，最后是集体朗读深入
体验。在反复朗读中学生既领略了济南冬天的景色之美，也
领略了老舍作品的语言之美。从阅读能力的培养来说，学生
反复读了，背诵了，自然对文章的主旨、内容、写作技巧、
价值等都会有一定的认识。



当然，通过“读”感知课文，这只是阅读教学的第一层面，
要进一步知其然，就需要质疑和释疑了。在课堂讨论中，我
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设计了一些问题，如 “文中写了哪些景
物？作者笔下的这些景物给人怎样的印象？”“文章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等等，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去
深入探究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情感美。特别是在研读赏
析这一环节中，我没有给学生过多的限制，而是让他们自己
选择喜欢的景物、喜欢的语句段落来进行品味，给学生以较
多的空间，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讨论中
学生自己思考，互相答辩，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发挥，课堂气
氛活跃。

在学生反复研读课文，并对课文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的.基
础上，我又适时地予以引导，帮助学生总结出一些阅读写景
抒情散文的方法和写好此类文章的方法，这样让学生能举一
反三，学会对同类文章赏读，学会观察描写景物。

济南的冬天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济南的冬天》是一篇写景散文，为了上这篇课文，我曾经
反复思考，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个明确的结果，不知
道该怎么样才能让学生喜欢，并且上好。

一班先上，开始我打出了一张图片，下附“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让学生猜猜今
天我们要讲的是哪个城市，学生猜出是济南，于是明确本课
课题：《济南的冬天》。然后按部就班的介绍作者及本文的
写作背景。接着回归文本，学生朗读课文，一遍结束后，我
说，老舍满怀深情的写下了这篇文章，正是源于老舍对济南
的热爱，下面请同学们有象老舍一样怀着对济南的热爱把文
章再读一遍，于是学生又读了一遍，两遍结束后我说，请几
为同学把课文再朗读一遍，一共三位同学把课文读了一遍，
三遍读完后，我说，你喜欢济南的冬天吗?有同学说喜欢，有
同学说不喜欢，对于反对的声音我置之不理，然后我说请拿



出笔记本，以“我喜欢济南冬天的，因为”句式写出你对济
南的印象，五分钟后，我让学生读一读自己写的句子，有喜
欢小山的，有喜欢日光的，有喜欢水的，基本上反映了他们
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阐述的原因用的基本也是从文本上摘
录的语句，自己的感受和加工较少，做了简单的评价之后，
进入了第三个环节，我说：老舍是个语言大师，济南的山水
的在大师的笔下充满了诗情画意，因此本文的语言很值的我
们欣赏品味，找出你喜欢的句子，并说说为什么?对于描写优
美的句子，学生基本能找出来，而且对于修辞的运用也基本
能说出来，但不够深刻和到位。一堂课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了，相比以前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我自认为这堂课特别失
败。

下课后我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希望下一节课会有所改变。上
课后，我照例介绍了作者及写作背景，接着让学生自己把课
文读了一遍，一遍结束后问学生：读了本文后，你有什么要
说的?有学生说，我特别佩服老舍，他把并不怎么样的济南的
冬天的景色写的这么美;有学生说，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美;有
学生说，济南的冬天的水很美……很多学生都说了自己读完
文章后的初步印象。听得出来，学生是喜欢这篇文章的。我
顺势就问，你们喜欢这篇文章吗?大家都回答，喜欢。那么接
下来我们能不能带着喜欢的感情再去把课文读一遍呢?于是所
有的学生都放开嗓子又把课文读了一遍，读完后我问：你们
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句子和语段的语气是特别处理过的，
你是怎么读的?短暂的平静后，有学生举手了，说：我觉的第
一段应该用比较平缓的语气来读。你可以示范一下吗?我问。
他把第一段读了一遍，读的确实很到位，相信他已经走进老
舍的感情了。然后有学生说第二节应该用缓慢的语气，轻轻
的读，于是他也示范读了几句，结果其他同学哈哈大笑，抓
住这个契机，我说你们觉的他的理解对吗?到底应该用什么语
气来读?在大家的讨论和几位学生的示范朗读后，同学们都明
确了应该用愉快，温馨的语气去朗读。又有学生说第三节应
该用轻快的语气来读，于是他读了一遍，读出了欢喜和愉快
的感情，理解的非常到位，同学们也表示认同，在确定了各



自的朗读基调后，我说，现在请大家用我们刚才探讨过的语
气把课文再读一遍好吗?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非常愉快的把课文
再读了一遍，最后我让学生完成那个句式，并当堂展示，结
果大部分学生阐述的理由除了引用了课文内容，同时还加进
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比一班学生的理解要深入和透彻的多，
下课铃声响了，还有很多同学跃跃欲试。一堂课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结束了，我和学生们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比较这两堂课的得失，我发现调动学生的兴趣是上好一堂课
的关键，第一堂课我没有为调动学生的兴趣做任何铺垫和引
导，所以学生可以说是很被动的把课文读了三遍，在被动的
情况下阅读文本，得到的启发和感受几乎等于零，所以后面
的环节完成的都不成功。而在第二堂课上我比较注重学生的
感受，所以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是在学生感受的基础上随机
生成的，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基础，学生的兴趣也
就随之而来，这堂课就是在学生的牵引下变成了一堂朗读课，
而朗读的到位和成功，又促成了下个环节的成功，真是有心
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而“花不开”和“柳成行”
的关键就在于兴趣这块土壤。

济南的冬天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比较这两堂课的得失，我发现调动学生的兴趣是上好一堂课
的关键，第一堂课我没有为调动学生的兴趣做任何铺垫和引
导，所以学生可以说是很被动的把课文读了三遍，在被动的
情况下阅读文本，得到的启发和感受几乎等于零，所以后面
的环节完成的都不成功。而在第二堂课上我比较注重学生的
感受，所以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是在学生感受的基础上随机
生成的，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基础，学生的兴趣也
就随之而来，这堂课就是在学生的牵引下变成了一堂朗读课，
而朗读的到位和成功，又促成了下个环节的成功，真是有心
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而“花不开”和“柳成行”
的关键就在于兴趣这块土壤。



济南的冬天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一点不足：让每组承包一个板块，同学们大多致关注本组的.
板块内容，对其他足的内容较少关注，因而影响了整篇文章
的学习，上完后我在第二节课予以了纠正，规定以后预习，
每个板块大家都要预习自修，在此基础上各组在进行承包预
习自修、展示交流。这一点组内老师在评课时也指了出来。

总之，课改就需要我们不断动脑筋去探究，随时加以总结。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课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济南的冬天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阅读教学主要以课文作为凭借，因此读书是阅读教学的最重
要一环。如果没有学生读书，或学生读书不充分，那么，即
使教师讲得精妙绝伦，学生也不会有多少收获，更难有真切
的体会。读的过程是学生对文章感受、理解、吸收的过程，
也是想象、加工、创造的过程。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反复朗
读课文，先是教师范读学生朗读整体感知，再是重点朗读品
味赏析，最后是集体朗读深入体验。在反复朗读中学生既领
略了济南冬天的景色之美，也领略了老舍作品的语言之美。
从阅读能力的培养来说，学生反复读了，背诵了，自然对文
章的主旨、内容、写作技巧、价值等都会有一定的认识。

通过“读”感知课文，这只是阅读教学的第一层面，要进一
步知其然，就需要质疑和释疑了。在课堂讨论中，我根据本
课的教学目标设计了一些问题，如“济南的总特点是什
么？”“济南总特点是从那些方面来表现的？”等等，通过
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去深入探究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情
感美。特别是在研读赏析这一环节中，我没有给学生过多的
限制，而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景物、喜欢的语句段落来
进行品味，给学生以较多的空间，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自
主性和积极性。讨论中学生自己思考，互相答辩，主观能动
性得到了发挥。



在学生反复研读课文，并对课文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的基
础上，我又适时地予以引导，帮助学生总结出一些阅读写景
抒情散文的方法和写好此类文章的方法，这样让学生能举一
反三，学会对同类文章赏读，学会观察描写景物，达到学以
致用的效果。

整堂课下来，感觉教学环节设计的还算流畅，教学目标也基
本落实了下来。但是在解决本文的难点——品味语言这点上，
做的还不够到位，在引导学生品位的时候没有做好示范性的
教学，学生品和教师引导的时候显得有点散乱不够集中。基
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平时缺少对学生语言品味的教学指
导，因此，语文课也少了很多的语文味。于是，对于如何品
味语言，如何让语文课更有语文味，将是我今后教学中要重
点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