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 语文穷人
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穷人》是部编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的一篇课文。课
文主要讲的是渔夫和妻子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
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一、抓住核心问题，实现长文短教

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长文短教”，是
阅读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果像以往的教学那样，按课文顺
序串讲串问，结果肯定耗时低效。这就要求教师备课时要抓
住开放的思维空间、牵一问而动全篇的核心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探究学习。

在反复研读教材的基础上，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核心问
题：“文中的哪些场景令你感动？你感动于什么？”以此问
题放手让学生阅读批注，学生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汇报时
自然把目光集中在桑娜和渔夫的表现上（即文中的重点段
落），此时教师及时抓住学生生成的资源，引导学生品味文
字，感受桑娜的善良，进而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尤其是在
把课文中相关语段重组朗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将理解课文
内容，感受人物品质，体会表达方法无痕地结合起来，真正
做到了阅读教学所提倡的得意、得情、得法。

二、注重读中领悟，学习表达方法



“读”是学生与文本间实现心灵对话与沟通的最有力桥梁，
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应让学生充分的品读、感悟。在本节课的
教学中，我非常想构建一个富有个性化的阅读教学，使学生
的思维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飞扬。因此整个教学过程中，我
始终立足文本，注重以读为主，以自己的情感感染带动学生，
努力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内容，读中品味语言，读中领悟方
法。要帮助学生在学习中不仅理解内容，而且悟到以上写法，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便是读。

文中桑娜的心理活动描写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在教
学这一环节时，我设计了这样几个层次：

2、借助课件，从省略号句子的正确朗读中，体桑娜复杂内心
活动所起的作用；

这样的教学过程，读的目的性很明确，符合学生结合人物心
理活动描写，感悟人物品质的习惯与规律，遵循了在联系中
读懂文本的语文学习方法。把感受人物品质与学习表达方法
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既“读进去”又“读出来”，阅读教
学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性。

当然，由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教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如：我虽然有意识地进行了读的训练，但学生
读得还不够充分、畅快，源自教师对读的指导方法还有待提
高。此外，及时捕捉课堂生成资源，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教
师语言还不够准确精炼。今后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
的教学水平，从而真正实现以学定教、以学导教的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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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课文《穷人》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课文讲的
是渔夫和桑娜在邻居西蒙死后，主动收养她的两个孩子的故
事，真实地反映了沙皇专治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
桑娜和渔夫勤劳、善良，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美好
品质。课文用朴实准确的语言，恰如其分你地表达了真情实
感，读来使人深受感动。学习本文，重点是引导学生从人物
的语言行动思想活动中体会穷人的美好品质。

在教学《穷人》中，我努力创设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
教学气氛，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
读出不同的感情色彩。在教学中充分让学生自说，自读，自
评，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说出感受，读出感受。例如教学
《穷人》中桑娜想的这部分时，我先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情感
体验，说出桑娜此刻的感受。学生有的说怕丈夫责怪，要读
得害怕、担心：有的甚至说因为桑娜担心要读得慢些，而有
争议的说桑娜紧张、着急要读得快点。在学生多元解读的基
础上，再及时运用多种朗读的方式，个别读、小组读、集体
读、男女生赛读、表演读、轻声读、大声读等等，引导学生
读得有声有色，读出自己的味道。

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思考是艰苦的过程，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苦苦思索不得其
解是痛苦的，但上下求索后豁然开朗带来的那份欣喜，所产
生的效益带来的那份慰藉，确实是一种享受。



一次笔者在教学《穷人》时，在初读课文后，提问：你认为
桑娜一家穷吗？学生一致认为他们一家很穷，并找出文中直
接描述”穷”的资料。观点出乎意料的单一，全然没有我想
象中的碰撞与论争。经思考我发现主要存在着以下缺陷：教
学中，学生思考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学生思考的过程没有重
视。思考时间的不足，大大抑制了学生思维活动的展开（看
书直接获得结果，对知识的产生、发展等思维过程难以暴露，
探索情境悉遭破坏，学生思维活动得不到充分展开）现成的
结论从思考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力的内在联系，扼杀了学
生的智慧，剥夺了学生思考的快乐。

其实，教师只要给予学生充分享受思考过程的时间，将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回报。之后我在别的班级上这一课时，我提了
同样的问题，要求是让学生1分钟后回答。学生有了充分思考
的时间，有的学生说：”老师，他们生活上很穷，但我觉得
他们又并不贫穷……”有的学生说：”老师我认为他们并不
贫穷，我觉得他们是富翁。””他们在生活上吃不饱，穿不
暖，确实是穷人，但他们敢于应对艰难生活的坚强，关心别
人的那份善良，却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他们是精神上的
富翁。”……思考时间还给了学生，学生从中体会到了思考
的快乐，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

虽然，思索的过程意味着学生要面临问题和困惑、挫折和失
败，这同时也意味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许还会一无所获，
但，这却是一个学习、生存、生长、发展、创造所务必经历
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潜力、智慧发展的内在需要，它是一
种不可量化的”长效”、一种难以言说的丰厚回报与快乐。
给予耗费学生思考的时间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穷人》是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主要写桑
娜和丈夫在自家十分艰难贫穷的情况下，收养因病去世的邻
居西蒙的孩子，反映了旧俄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穷人的善



良。本文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感人至深。根据新课
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我主要通过让
学生感情朗读、思维想象去感悟人物的内心，从而受到爱的
教育。在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分析掌握桑娜内心的矛盾，体
会桑娜的善良我主要采用抓重点词语进行品析、指导朗读来
解决重难点。如《穷人》中渔夫和妻子的'对话，我先让学生
揣摩他们的心理，再让他们通过分角色朗读，理解渔夫和妻
子是个怎样的人。从中掌握人物语言、动作的描写和环境变
化的衬托，是写好人物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在启发学生在弄清主要人物性格特点、思想品质及故事
情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合理想象。同时，还设计了启发式
谈话，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学习课文，中间穿
插感情描述，感情朗读课文。通过学生的自读自悟，勾画重
点词句，质疑问难。

小学语文穷人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再一次执教《穷人》一文，没有了暑假前有学红主任听课的
压力，自己就感觉比较轻松。

根据暑假前的授课实际和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对集体备
课的元三课时进行了有效整合：将第二课时的阅读指导和第
三课时的读写结合放在一课时之内完成。这样，既节省了时
间，又能将“读”“写”紧密联系。

本节课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在完成“学习抓住对桑娜的心理描
写，揣摩、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桑娜的善良、宁可自
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高尚品格，体会作者对穷人的的同情
与赞美。”这一教学目标时孩子们对文本的解读是那么的深
入。因为在上一个课时的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联系人物
的生活实际设身处地地站在人物的角度去体验情感，所以孩
子们在体会桑娜内心活动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在人物的角度
去谈感受：“如果我是桑娜，我在看到西蒙的两个孩子的时



候就会犹豫一下。”“如果我是桑娜，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是
勉强度日了，再收养两个孩子，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呢？”“以后渔夫打到的鱼，卖的钱还足以维持我们一家人
的生活吗？”……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中，孩子们学
会了体验，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冷暖，再与我们的文本相结合，
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本解读，孩子们真的很优秀，我们
教师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以平台，给他们以扶助。

在习得作者借助心理描写表达情感的方法之后，我进而安排
学生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练笔实践中。“渔夫得知西蒙
死去的消息后，是怎样的表现？”（生：渔夫皱起眉，他的
脸变得严肃、忧虑）教师追问：“他此时心里是怎样想
的？”要求学生运用刚才学到的心理描写的方法对渔夫的心
理进行补白。学生补白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孩子不能
联系上下文进行不败，有的孩子不能联系人物的处境进行补
白，有的孩子不能恰当地运用省略号这一课上重点理解的标
点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课后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可
能是在补写这一环节缺少一个支架的设计，如果在这里涉及
一个支架提醒学生运用恰当的标点、从人物的角度、联系上
下文去揣摩人物的内心活动，效果是否会好一些？会不会就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看来，教师在教学前对于学生学情的
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准确的学情分析，才能在教学设计
时找准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