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精
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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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篇一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四单元中的一篇
精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作者回忆父亲李大钊同志被
捕前，被捕时，法庭上及被害后的经过，表达了李大钊忠于
革命事业的精神和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不惜献身的崇高品
质及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本组课文的训练重点
是前后照应、首尾连贯的写作手法。

本节课围绕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一些效果：

1.引导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应该是平等、互动的。但教师还
应该抓住文本“热点”与“难点”，打造课堂的热源效应，
打通课堂的壁垒，将阅读活动立体化，将平等对话互动化，
将探究体验情感化。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文本是心灵与心灵的
碰撞，撞出的火花便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熏陶，精神的积
淀。如“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呢？”这个问题的引出教师应服从学生的需求创设情境，调
动兴趣，激活思维，体验情感。抓住本文重点，即人物语言、
神态的描写，引导品味分析，入情入境。

2.引导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应该是平等、互动的。但教师还
应该抓住文本热点与难点，打造课堂的热源效应，打通课堂
的壁垒，将阅读活动立体化，将平等对话互动化，将探究体
验情感化。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文本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撞



出的火花便是文化的积累，思想的熏陶，精神的积淀。如从
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呢？这个问
题的引出教师应服从学生的需求创设情境，调动兴趣，激活
思维，体验情感。抓住本文重点，即人物语言、神态的描写，
引导品味分析，入情入境，抓住坚决、常、轻易、哪能这些
语言的关键词，抓住不慌不忙、惯有、严峻这些人物神态的
关键词，采用换词（句）法点拨引导学生有的放矢地去与文
本对话，使阅读教学融工具性与人文性为一体。

3.与文本对话需要教师、学生的情感投入，与文本对话除了
具有平等性，互动性，还应有情感性，因为语文学科的文本
是无处不充斥着情感的东西，诗即思，言即情，所以，在引
导学生认识李大钊这位伟大形象时，通过教师、学生与文本
有感情的平等对话，即教师范读，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等；通
过教师，学生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即教师的情感点拨，学生
的情感触发等一系列阅读活动。如引导想象，谈谈感想，谈
谈心情的教学环节都较好地引发了读者（教师、学生）与作
者、编者产生了共鸣--对李大钊同志的缅怀、崇敬、仰慕之
情油然而生，达到了生本、师生、生生精神上的自由交流。

不足之处：课文较长，故事又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再加上学
生不了解当时的社会局势，对于一些重点词句的理解必定没
有多深的感触。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我会这样做：通过学生扮演角色，
演课本剧的形式，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表演、朗读、理解课
文的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出示挂图，指导读图，理解
“安定、沉着”等词语。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篇二

1、阅读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而是读者（教师、学生）
与文本以及作者进行反复地，深层次地“对话”，在这“对
话”的过程中，体验和领悟、探究与发现，把握与发展文本



的内核之所在。如“李大钊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学生在
第一课时初读后留下的一个凸现课文主旨的问题，如何解决？
只有再次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文本进行再次的磨合，通
过“阅读--品析--议论--整理”的系列阅读活动，从中领悟
到李大钊是一个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人。这样文本中
的具体文字恢复了生命，从而使学生得到了生命化的教育。

3、与文本对话需要教师、学生的情感投入，与文本对话除了
具有平等性，互动性，还应有情感性，因为语文学科的文本
是无处不充斥着情感的东西，诗即思，言即情，所以，在引
导学生认识李大钊这位伟大形象时，通过教师、学生与文本
有感情的平等对话，即教师范读，学生有感情的朗读等；通
过教师，学生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即教师的情感点拨，学生
的情动辞发等一系列阅读活动。如引导想象，谈谈感想，谈
谈心情的教学环节都较好地引发了读者（教师、学生）与作
者、编者产生了共鸣--对李大钊同志的缅怀、崇敬、仰慕之
情油然而生，达到了生本、师生、生生精神上的自由交流。

通过以上教学设计，学生体会到了李大钊同志忠于革命事情，
英勇无畏的精神，但是如果我能紧扣文章的中心词语“信
心”一词，展开教学，这样对于发展学生的发散思维会更有
帮助。

文档为doc格式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篇三

《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是一篇回忆录，通过李星华对
父亲李大钊被捕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
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表达了
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

虽然学生对李大钊有些了解，但李大钊所处的时代距学生较
为久远，孩子们很难真正深入文本去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个人



物形象，在对学情有所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单元主题和文本
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重点确立为：了解李大钊在被捕前、
被捕时和被捕后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
体会李大钊的革命品质。

对于文中“被捕前、被捕时、法庭上、被害后”四个部分，
我采用的是由扶到放的教学方式。以第一部分的学习为例，
让学生抓住重点句子，指导他们体会句子时，可以从重点词
语、修辞手法、联系上下文、联系背景来进行体悟。接着，
学法迁移，小组合作学习“被捕时”和“在法庭上”。最后，
提出问题：李大钊在残暴的敌人面前英勇无畏，将生死置之
度外，是什么样的力量占据着他的心？回顾内容，引导学生
通过反复朗读最终认识李大钊这位伟大形象，激发学生对李
大钊同志的缅怀、崇敬、仰慕之情。

另外，在这篇文章中，首尾呼应是一个最突出的写作特点，
我在教学时充分关注了这一点，利用对比开头和结尾文段的`
方式，引导学生发现这一写作特点，并且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在上课之后，留给我深刻思考的一点是：本文不仅是一篇怀
念革命先烈的文章，也是一片寄托女儿对父亲的思念的文章，
在教学时还应结合李星华的生平资料，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到
女儿对父亲的怀念。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篇四

今天学习《十六年前的回忆》一课，课文通过对李大钊被捕
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
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
学生通过读课文感受李大钊的高贵品质。我的教学设计主要
有两方面：

1、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课文，理解李大钊的高贵品质。



2、指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人物的高贵品质。

在实际教学中，第一个目标完成得较理想。（原本我还怕学
生因为对时代背景不熟悉，难以体会人物的品质）课堂上我
先和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和写作顺序，然后让他们用足够的
时间自读课文，找出能够表现出李大钊高贵品质的句子，说
说自己的体会。我给了学生大约十五分钟，他们大多数能准
确找出文章中能反映李大钊革命精神的句子，并谈出自己的
体会，最后统一整理出李大钊有沉着冷静、从容镇定、忠于
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精神。

反思：高年级的阅读课文，应该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给
他们方法，提出要求，让他们自己去完成阅读任务，这样可
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这课的学习来看是可以做到的。
老师只要抓住课文的主线，给学生明确的指引，引导学生去
找出课文的关键句子，并感悟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情感，学
生是能从中体会文章的思想的。

但第二个目标却进行得很不顺利。本文是悼念文章，朗读基
调应是悲痛的，语速要适中，语气要低沉些。而描写父亲神
态、语言的句子，要读得坚定有力。但是无论我怎么引导学
生，用范读，用讲解等方法，学生就是无法读出那种基调，
一遍两遍三遍……就是读得平平淡淡，象一锅没放盐的白粥，
怎样品都缺少味道。最后，只好带着这一遗憾下课。

反思：这课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展开朗读训练，按理说
应该顺理成章，可是为何学生总是读不出语气呢？我试过给
学生解释，试过范读，也试过叫学生个别读，个别读时有一
两个学生还是读得可以的，可是一到全班讲读，又让人听得
摇头了。课堂上如何指导学生朗读，读出感情？真想听听其
它老师的指点。



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反思反思篇五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一篇回忆录。本文通过对李大钊被捕
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终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
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敬
仰与深切的怀念。

一是使学生借助课文，激发对革命先烈的崇敬精神；

二是引导学生领悟课文前后呼应的写法。为了更好地突破重
难点，我如下几个环节处理比较成功：

首先，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

课堂伊始，让学生在学习了本课的生字新词后，我就
以“忆”作统领提出问题：课文写的是谁的回忆？回忆了谁？
回忆了那些方面的内容？让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自主思
考，参与讨论，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和
叙述顺序。

其次，品读重点语句，感受李大钊的人物形象

学生自由读课文，找出描写李大钊的语句，把你最受感动的
地方勾画出来，在旁边写写感受，然后和同学交流交流自己
的体会，让学生加深领会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接着引导
学生理解为什么李大钊能够从容面对危险，平和面对亲人的
悲伤，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通过学生的课前搜集和课件内
容图片介绍及对课文“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革命事
业的信心。”的理解。

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及教学的规律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
重点突出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点。我教学本课的
时候，其一引导学生体会对比描写的作用，如父亲在整理书
籍文件时对我的问题的含糊和敷衍的态度与平时的耐心的对



比，面对敌人，我的恐惧与父亲的沉着的对比……让学生体
会到对比的作用；其二是体会课文前后照应的写法。我先引
导学生反复阅读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三个自然段在内容上的联
系，体会到前后照应的好处。然后让学生在文中找出前后照
应的地方。从而体会到前后照应的作用。

本文的教学也存在一定的遗憾，一是课文长，课前没有很好
预习的学生，被老师同学牵着鼻子走；二是部分同学没能做
好收集资料的作业，在交流中缺乏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