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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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论，提高理论的水平，下面是关于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第七单元的课文充满爱，充满真情，充满温馨，一篇篇课文
学习下来，总能让人的心灵得到一次洗礼，情感得到升华。
《卖木雕的少年》就是这样一篇课文，中非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文中让人感动不已，那少年是那样淳朴，是那么可爱。
当“我”因为那象墩子太大而无法带回中国而无限遗憾时，
那卖木雕的少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情谊出现了。

我上的是第二课时，我觉得我很认真地设计了各个环节，我
在教学时努力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

本文的人物语言描写很多，这些语言不仅丰富，更重要是在
这些语言描写中蕴含了少年的美好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我从
“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提问出发，抓住少年和“我”的两
次对话，不仅充分让学生朗读，还让学生转换角色去读，切
身体会课文人物的思想感情。在课文中，有很多语气词的提
示，例如，“夫人，您买一个吧!”要读出诚恳的语气;“您
是中国人吧?”是猜测，要读得比较轻。读出自己的理解、读
出自己独特的体验、读出语感，也是我在这节课上所要追求
的。在学习送木雕部分，以读代讲的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让学生在读中感悟非洲少年的情感，同时创造性地
进行朗读，如：少年连连摆手，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



说：“不，不要钱。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在看完补充资
料后，学生的朗读感悟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也能
更好地感受少年的那份友爱。

学习语言是语文课的主要任务，也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本质
区别。因此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感悟、积累、
运用语言，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理解内容之前复习
时，让学生认读本课课文中比较有特色的四字词语，并拓展、
运用。让学生把词语放入课文内容，放进具体语境中，使学
生真正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学生感悟了语言，更重
要的是还逐步体会到如何正确的运用语言。这样做，不仅对
学生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还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课文讲的是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旨在让学生感
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但由于文中内容距学生生活
实际较远，为学生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在上课时向大家介
绍了中国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
国支持非洲独立，援建了坦赞铁路。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
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
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中方有64人为之献
出了宝贵生命。赞比亚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
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
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这样为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思想感情奠定基础。

今天我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给学生列出了四个读好对话
的法宝：关注提示语;标点藏感情;表情会说话;用心去感受。
可是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是不知道什么是提示语，这样的要求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偏高，他们不能形象地进行感知。因此在
体会读少年诚恳、猜测的语气时，有些学生还是不太明白。
其实只要简单地引导“少年说了什么?他是怎么说的?”，学
生马上就能找到“诚恳、猜测”，并且能感悟朗读。

课文讲的是一位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到非洲



旅行时，想买一个非洲木雕做纪念，又担心路途遥远，木雕
沉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非洲，
卖木雕的少年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的木雕小
象墩，从中可以看到少年的美好心灵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情谊。课文不能定位在感恩，但是只让学生说出这个少年很
善良，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也不够，一定要让学生感受到少年
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非常朴实的友好情
谊。

板书内容一定要体现课文的精华所在，字迹端正，精简实在，
节约课堂上的时间。

为什么要写这个小练笔的目标不明确，再加上前面朗读理解
不够深入，因此学生在写话时内容比较单一，范围也比较狭
隘。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篇二

《卖木雕的少年》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一篇精读
课文。讲的是一位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到非
洲旅行时，想买一个非洲木雕做纪念，又担心路途遥远，木
雕沉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
开非洲，卖木雕的少年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
的木雕小象墩，从中可以看到少年的美好心灵。

这节课较满意的有以下几点：

《卖木雕的少年》课文中出现了许多四字词语，像“名不虚
传、游人如织、构思新奇、爱不释手”等，在学习新课之前，
让学生认读，并通过多媒体出示瀑布和木雕图片，让学生以
填空的形式加以运用。阅读中出示一段话，利用填词语的方
法，让学生边读边填，学生能用上课文中的四字词语，边填
边读，反复朗读感受，落实了积累四字词组的目的。使学生
真正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乃至在全篇中的作用。学



生感悟了语言，更重要的是还逐步体会到如何正确的运用语
言。这样做，不仅对学生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还提高了学
生的表达能力。

本课的对话较多，要指导学生读出不同的语气。在课文中，
有很多语气词的提示，例如，“夫人，您买一个吧！”要读
出恳切的'语气；“您是中国人吧？”是猜测，要读得比较轻。
教师指导前，让学生自己先说说，课文中的对话应该用什么
语气来读，接下来就让学生朗读，切身体会课文人物的思想
感情。在学习送木雕部分，以读代讲的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学生在读中感受到了非洲少年的朴实、善良，感
受到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课文讲的是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旨在让学生感
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篇向学生进行关爱教
育的极好教材，但由于文中内容距学生生活实际较远，涉及
的文字材料较多，为学生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在本课设计
中，课前引导学生查找相关的资料进行阅读，如中非友好往
来、中国援助非洲等相关历史资料，以此丰富学生的积累，
扩大学生的视野，使资料与课文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
为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思想感情奠定基础。

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找出描写少年言行的句子，通过补白
想象，揣摩少年的内心，体会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更好
地刻画少年的品质。在感情朗读对话的基础上，学生的内心
已经有了丰富的语言，再让他们写几句话夸夸这个黑人少年，
让读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这节课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我的评价语言不够丰富，
应该根据学生的回答给予正确的引导。作为教师，课堂上的
语言应成为一种典范，学生学习的榜样。这是我在以后的课
堂中应努力的方向。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篇三

《卖木雕的少年》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一篇精读
课文，课文大概内容是：“我”到非洲旅行时，想买一个非
洲木雕做纪念，又担心路途遥远，木雕沉重，只好放弃了这
个打算。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非洲，卖木雕的少年
送给我一个木雕小象墩的事。体现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友谊，体会非洲少年的善良淳朴。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由于本课的四字
词语比较多，所以主要从本课重点字词入手引导学生朗读课
文：名不虚传、游人如织、十分壮观、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构思新奇、栩栩如生、爱不释手。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学
生通过重点字词对文章形成整体认知和感受，另一方面对本课
“学习并理解字词”这一重点知识环节也做好了铺垫。

教学过程中我抓住“遗憾”一词展开，先引导学生明
白“我”的遗憾：木雕精美，我却因为路途遥远、行李太重
不能带回国。接着引导学生理解少年的遗憾：一开始是由于
我没买他的木雕，后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带回喜欢的木雕
而遗憾。

本课对话较多，语言中透露着非洲少年美好的品质，我在课
堂上通过多种形式指导学生通过朗读理解人物心理，切身体
会任务的思想感情，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的独特体验，
这也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点所在。

对于为什么少年会送我木雕，由于有它特殊的背景，如果不
了解背景资料会影响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所以课前让学生搜
集了中国援助非洲等相关历史资料，并在课堂上交流，为后
面学生理解“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打下基础。以此
丰富学生的积累，扩大学生的视野，为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领悟思想感情奠定基础。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了中非人民的友
好之情，突破了难点。



总体来说，本节课基本实现了教学目标，但仍存在很多不足
之处：

1、教学过程中我对学生的朗读指导力度还欠缺，学生理解了
句子的情感，却未能读出相应感情，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朗
读积极性。

2、自身素养需不断提高和加强，提高课堂随机应变能力。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篇四

这次中心校和市教研室举行的这一次活动，真的让我从中学
到了很多，感受到了与其他老师的差距，尤其是教研室王老
师的讲评 ，让我明白了自身的不足，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我
觉得以后多举行这样的活动，对教师的成长有促进作用。平
时，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整天闭门造车，这样的机会很难
得。现将这节课做如下反思：

《卖木雕的少年》这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让学生体会中非人
民深厚的情谊。学生不好领悟。在设计时我从“遗憾”切入，
领悟研读。从木雕的精美来理解我的遗憾，把整节课的重点
放在少年的遗憾上，主要是通过少年的言行来了解少年的内
心世界，从中理解中非人民深厚的情谊。但这节课上得不太
成功：

在导入时，我放了三张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的图片，和这节
课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这节课的重点是“中国人的我们的
朋友！”如果从朋友、或者是非洲的木雕切入，这样的导入
紧扣课题，还活跃了气氛。

中年级的阅读教学主要是以朗读为重点，从读中悟，读中感。
在教学时，充分让学生读，自由读，指名读，分角色读，让
学生读出“诚恳、语无伦次、猜测、感动极了”的语气。但
是在学生读的时候，如果教师在深入点拨、指导，效果可能



就更好了。教师的范读其实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点
上我自身的能力也有所欠缺。

“你是中国人吧？”“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这两点是文
本的重中之重。在教学时，在讲“你是中国人吧？”时，出
示中国援建铁路的资料，让学生感受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
无私帮助，从中体会到非洲人民对中国人的感激、尊敬。再
进一步体会中非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时
只是有感情的读了读。在写教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惑：
在哪一个地方出示资料更合适，更能让学生体会到中非人民
的友谊。

在最后让学生夸夸那位卖木雕的少年时，我根据我班学生的
特点，让学生先写，在交流，这点符合三年级的阅读教学的
特点，“听、说、读、写“相结合。

不管这节课成功与否，在这次活动中自己确实受益匪浅，找
到了在今后的教学中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希望中心校以后常
组织这样的活动，切实帮助教师成长。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篇五

一、画一画：文中使自己感动的句子或段落让学生勾画出来，
并让学生抓住作者对母亲神态、动作的描写，“悄悄躲出去、
偷偷地注意我、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体会母
亲抚慰我的细致和体贴;抓住作者对母亲语言的描写“咱娘儿
俩好好儿活，好好儿活……”体会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二、说一说：文中自己最感动的句或段落让学生各抒己见，
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原因。例如《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感
人之处有许多，我让学生说自己最喜欢之处。这时，有的学
生说最喜欢第一自然段，有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第二自然段，
有的学生说喜欢文中的五、六两个自然段，还有的学生说我
最喜欢最后一个自然段等等。然后我把学生各自喜欢的段落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畅所欲言，说出是哪些句子、哪些词
语使自己感动，只要他们说出来的感受是真实的都行。

同时，有的同学对以上同学的看法会有不同看法，可以让学
生说说自己的见解。说出来，感染其他没有发觉的学生。 如：
《秋天的怀念》最后一个自然段，有位同学说，在妈妈离开
后的日子，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时，我觉得作者写菊花的
淡雅，高洁，热烈而深沉，这就正如她的母亲对子女那种纯
洁高尚，无私的感人挚深的母爱，也是作者对生命的思考。
听了这个学生的独到的见解，我很震惊，学生却从读文中感
受到了，这也许就是史铁生《秋天的怀念》中所寄托的感情
吧!

三、议一议：

让学生透过母亲为儿子所作的小事进行讨论：课文中的母亲
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
以此来培养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再让
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母亲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让学生自由表达，这一过程使学生母亲对儿子那片真情，那
份伟大无私的母爱再现学生心中。最后教师说：“又是一个
深秋或清明节，假如你是作者‘我’，在‘母亲’的坟前，
你会对‘母亲’说些什么呢?”学生纷纷演说，真情流露，从
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本堂课教学，我个人认为有满意之处和不足之处：

一、满意之处

1、充分尊重学生的阅读主体地位，调动学生自己自由地解读
文本，课堂上呈现出“我要阅读”的主体兴奋状态，令人欣
慰。

2、全班学生真正沉浸于文本，进行了一次文本细读，而且读



出了文本中蕴含的人物思想、情感，与文本、作者进行了较
深入的对话。

3、学生有些解读超出了我的预见，生成点较多。

4、本课着眼点在于：(1)读出文本背后 “空白、沉默、隐匿
的东西”。(2)学习“文本细读”的解读方法。(3)感悟、体
验母爱的无私、博大、宽容、含蓄。后两个内容在这节课上
完整呈现。

二、不足之处：

1、从课的完整性上看，结尾时对“秋天的怀念”的题旨分析
略显不足，当然，如果留待下节课分析还是可以的。

2、生生间的对话还不够，虽然也有生生间的正面交锋，但限
于时间，教师并没有让学生充分发挥。否则生成点会更多，
也许更精彩。

3、当教学中遇到学生的生成影响教师的教学预设的时间、节
奏和内容完成时，教师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节课里也有几
处学生的生成颇有意思，但我顾虑时间不够，中止了学生的
发挥，虽觉得有理由，但仍觉遗憾。

以上为本课的教学反思，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