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 用心灵去倾听
教学反思(通用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总结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生成”是新课程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两次执教
《用心灵去倾听》一课，我对课堂生成有了进一步认识。

［案例一］

课前预设：自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什么。根据学生的
回答，引导学生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教学实际：交流时，出现了冷场，学生都在思考，但无人举
手发言。

课堂调整：

1、鼓励：这篇文章写了很多件事，一下子确实比较难概括。
我们别急。

2、引导：

(1)大家一定发现课文写了两个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哪两个
时候段？(小时候长大以后)

(2) 那么，小时候写了哪些事情？



(3)这三部分是怎么联系起来的？(用“有一天、从那以后、
一天”这些表示时间的词连接。)

(4)连起来说说这部分的主要内容。

(5)长大以后，写了几件事？分别是什么？两件事又是怎样连
接的？(用“终于有一天，过了一段时间”连接。)

(6)现在谁能连起来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小结：有时文章很长，一下子很难概括出主要内容，我们
可以先想想课文各部分的内容，再把各部分的内容合起来，
进行概括。这样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生成反思：

把握学情，及时调整。学情是教学设计的出发点，尽管备课
时，我们都会考虑学情和学段目标，但学生是有生命、有活
力、有发展的潜能的独特的个体。他们带着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兴趣和需求、思考和灵感参与课堂活动，所以，常常是
到了课堂中才发觉“预设”与“实际”的矛盾，这就需要教
师根据学情，适时调整，合理引导。学生在根据课文主要内
容时出现了困难，教师及时放低要求，调整教学设计，教给
学生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仅概括出了课文的
主要内容，而且学会了“先思考各部分主要内容，再整理全
文主要内容的”的概括方法，理清了段与段之间的联系，欣
赏到了课文按时间顺序有序表达的写作方法。

［案例二］

课前预设：快速默读“小时候”这部分，想想，写了“我”
和苏珊之间的哪几件事？

教学实际：学生很快概括出了“‘我’的手指受伤了，向苏



珊求助，苏珊耐心地帮助我；‘我’心爱的金丝雀死了，非
常难过，苏珊安慰说它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了。”两件详写
的事。而忽略了第7自然段略写的部分。

课堂调整：

1、哪些段落在写‘我’的手指受伤了，向苏珊求助，苏珊耐
心地帮助我。哪些段落在写‘我’心爱的金丝雀死了，非常
难过，苏珊安慰说它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了。

2、那么，课文第7自然段在写什么？(学生很快说出：苏珊总
是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

3、大家为什么会把这部分遗漏呢？(学生发现：第7自然段是
略写，是概括写，而另两件是详写，具体写。)

4、小结：我们在同时记叙几件事情时也应该像课文那样做到
概括叙述与具体描写结合，有详有略。

生成反思：

分析原因，合理引导。只有了解了学生的思维情况，分析产
生错误的原因，才能合理引导。所以，当预设与实际不合时，
教师应当立即思考，学生是怎么思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我应该作怎样的调整和引导。在学生忽略了第7自然
段时，我很快发现，这是因为学生讲到的两件事是详写，是
具体描写，而第7自然段是略写；我还发现，可以借此机会引
导学生发现课文具体描写与概括叙述结合，有详有略的写作
方法。于是借机引导，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案例三］

教学实际：



学生都找到了最后一段，苏珊给“我”的留言：“汤米，我
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并且体会到，苏珊在临死前仍想
着汤米，告诉他自己去逝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她为了不让
汤米难过，用小时候金丝雀死时安慰汤米的话“这只可爱的
小鸟，它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来安慰汤米，希望汤米
不要为她的死感到难过。

教学调整：

在学生联系小时候苏珊安慰汤米的话时，我突然发觉课文在写
“小时候汤米因金丝雀的死伤心，苏珊安慰他”这件事时，
在第11自然段还写了汤米相信苏珊的话不再伤心：“我相信
苏珊的话，我想可爱的小鸟确实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
们这个世界更为美丽的地方，幸福地歌唱。”而课文最后以
苏珊的留言结尾，没有写汤米看到留言的感受。我觉得可以
在这里借用第11自然段，再次激情。于是，我说：“是
呀，‘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让小时候的汤米信以为真，
不再伤心。请大家再读读第11自然段。”“那么，现在，当
汤米看到苏珊的留言时，想到了那段往事，他一定希望苏珊
真的到另一个世界去歌唱了。请你把第11段稍作改动，说说
汤米此刻的想法。”这样引导学生有感情地读出：“我相信
苏珊的话，我想亲爱的苏珊确实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
们这个世界更为美丽的地方，幸福地歌唱。”从而升华感情。

生成反思：

发现亮点，即兴发挥。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精心的教
学设计也不可能完美。课堂上，在学生的启发下，我们常常
会突然发现一些课前没想到的值得引导体会的语句，突然闪
现好的教学方法，这时候，我们一定不必拘泥于课前的预设，
而应该即兴发挥，及时体会。

总之，“教学是预设与生成、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统一体。”
课堂教学不应仅仅是忠实地传递和接受知识的过程，还应是



创新与开发、互动与生成的过程。课堂中教师应用心倾听学
生的发言，时刻关注和分析学生的思维，及时捕捉师生互动
中生成的有探究价值的新问题，重新调整教学设计，不断产
生新的思维碰撞，使课堂充满变化，使教学充满激情，使师
生共同成长。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篇课文《用心灵去倾听》：这是六
年级上册的一篇略读课文，篇幅很长，也很感人，讲述了接
线员苏珊用心灵倾听我的困难，用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帮助我
的真情故事。在西班牙，问讯处的接听员苏珊用自己极好的
耐性、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倾听以及她那富有诗意的语言使一
个孤寂、无助、对死亡充满恐惧的男孩变得快乐、自信，她
影响了男孩的一生，成就了男孩的一生。

一、课堂教学中的反思。

这是西班牙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在引导学生阅读感悟时，
紧紧抓住心灵和倾听两个词，体会苏珊是怎样用心的，又是
怎样有耐心地倾听？这样做给他人带来了什么好处？由此，
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做一个用心的倾听者。除此之外，还可以
引导学生注意苏珊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态度，她对待鸟儿和自
己的死亡都很从容，“到另一个世界唱歌去了。”多么美好
的意境，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称道的。在这堂课中，
我主要紧扣一点：我把苏珊当作自己的母亲，苏珊具有母亲
般的爱心。让学生发散，找到重点句子，进行朗读感悟，感
悟到她的乐观、耐心善良、温柔、细心、她就像母亲一样在
关心我、爱我。从而提升到，苏珊是在用爱心在倾听，用心
在歌唱一首爱的歌曲，回归到课题，点题。学生能够紧跟老
师思路进入文本，和文中主人公一起欢笑、伤心，有时会有
惊喜。

二、教育艺术中的反思。



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听听他的解
释呢？没有哪个孩子是存心想犯错误的；当学生气喘吁吁的
跑进你的办公室，想对你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停
下手中的活儿，注视着他的眼睛，静静地听他说完呢？当学
生在路上兴冲冲地和你打着招呼想和你分享他的快乐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能停住自己匆忙的脚步呢……让我们学会用心灵
去倾听！这样，你会听到学生心灵的诉说，你会享受到教育
的最大快乐与幸福。

[《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最近，我教了一篇课文，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做《用心灵去倾
听》。这篇课文讲的.是作者与问讯处工作人员苏珊交往的过
程。赞美了苏珊用心灵倾听孩子的心声，用爱心帮助孩子的
善良品质，表达了作者对苏珊的深切怀念之情。

同学们，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倾听，多倾听别人的话，而在
这些话中，你能听到别人的伤心，别人的高兴，甚至你在这
些话中能悟出道理。这样，你会少走一些歪路。同学们当你
们在浪费食物的时候，请倾听那些没有填饱肚子的孩子的心
声；当你们在浪费水资源的时候；请你们用心灵去倾听那些
没有水的国家的呼救声；当你们在上课吵闹的时候，请倾听
那些没有书可以读的孩子的声音；当你们误入歧途的时候，
请想一想老师和父母对你的谆谆教诲；我们还可以倾听到一
粒种子破土而出时对大自然发出的第一声赞叹，小草被狂风
摇撼时对命运的呐喊，枝头累累硕果奉献人类的承诺。我们
更要倾听那“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唠叨，也许你会觉得很烦
人，但是这烦人的话却对你有所帮助。同学们，当你失败沮
丧的时候，请你去倾听一下那个成功者对摔倒了又爬起来的
掷地有声的慷慨陈词吧！

同学们，倾听是很重要的，当别人向你倾诉烦恼时，尽管你



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你的倾听却能使他变得开心，让他把
不愉快的事情给说出来，能让他心理开心一点。当同学在发
言时，请安静地听他们说的话，这虽然不是一句名言，一句
教育你的话，但这却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同学们，其实倾听
不只是耳朵在听，心灵也要倾听，这样，才明白真正的含义。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用心灵去倾听》说的是在西班牙，问讯处的接听员苏珊用
自己极好的耐性、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倾听以及她那富有诗意
的语言使一个孤寂、无助、对死亡充满恐惧的男孩变得快乐、
自信，她影响了男孩的一生，成就了男孩的一生。

当学生触犯纪律时，是我痛心疾首无休止的所谓教导;当学生
没有完成作业时，是我恨铁不成钢的所谓的谆谆教诲;当学生
之间发生矛盾时，是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各打五十大板;当学生
羞涩地走近我欲言又止时，是我自作聪明的循循善诱……哪
一次不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哪一次不是我一个人说
得义愤填膺？而我却还是那般的自以为是;还是那般的自鸣得
意;还是那般的冠冕堂皇;还是那般的咄咄逼人，一副救世主
的姿态……我又何曾考虑到了学生们当时的感受？我又何曾
注视到了他们当时的眼神？他们的眼睛里分明写满了茫然！
失措！厌烦！无畏！心不在焉！

倾听是理解，是尊重，是接纳，是期待，是分担痛苦，是共
享快乐。它的意义远不是仅仅给了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它
或许带来的是早已失落的人格自尊，点燃的或许是行将熄灭
的思维火把，铸就的或许是尘封已久的信念追求。倾听已成
为新课程改革的.关键词，倾听是教育的另一种言说。

确实，倾听是教育的另一种言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亲爱
的朋友们，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静下心
来听听他的解释呢？没有哪个孩子是存心想犯错误的;当学生
气喘吁吁的跑进你的办公室，想对你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们



为什么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儿，注视着他的眼睛，静静地听他
说完呢？当学生在路上兴冲冲地和你打着招呼想和你分享他
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停住自己匆忙的脚步
呢……“风流不在谈锋健，袖手无言味更长”，让我们学会
用心灵去倾听！这样，你会听到学生心灵的诉说，你会享受
到教育的最大快乐与幸福。

心灵的倾听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试着以《用心灵去倾听》为例，搭起一座迁移《唯一的听众》
及了解＂文学圈＂这种阅读方法的＂桥＂。这种我刚接触却
很感兴趣的深度阅读模式，并不是一提就能懂的，周二这节
阅读课，开了个＂说明会＂。

了解形式，文学圈阅读中的角色。共读一本书或书中的一个
章节这是任务，接着是角色分配，＂讨论指挥家＂负责组织
及提问题说看法，＂摘要专家＂负责分享主要内容，＂创意
画家＂负责分享精彩画面;＂句子向导＂负责词句解释；＂连
结高手＂负责读文后联系实际；＂书信使者＂负责聚焦人物
写信分享??如此一番说明会后，学生开始组合，定人员，定
内容，定角色，做好前期准备。

默读课文，帮助＂指挥家＂定位置。如何提问，是个难题，
关注《唯一的听众》课后思考题：我的心理及行为的变化，
原因是什么?关注《用心灵去倾听》的导语，我与苏珊的交往
过程，苏珊是个怎样的'人?关注课内阅读，学会提出有价值
可探讨的问题，仍需课内不断强调。

以文为例，铺垫课外阅读分享之路。因自己准备不充分，加
上内容的教学对学生而言有些＂跳跃＂，做得不好，只能写
下设想。讨论指挥家：还可以提什么问题呢?(如我如果没有
得到苏珊的帮助会怎样?或苏珊带给我怎样的影响等;摘要专
家：文章篇幅不长，之前学过的方法用得少，那对于比较长
的文章挑战性就大了;创意画家：哪个情节最难忘，片断圈画，



形象展示，文章的插图是个好形式可以好好学;句子向导：到
另一个世界歌唱，两处句子的品悟，学习聚焦重点句来赏析，
仍是课内重要任务；连结高手：从苏珊的耐心与爱心，你会
想起生活中(与作文主题吻合)。书信使者：给主人公写信。
任务通过分解及聚扰，呈现的信息量就大了。不管如何，值
得一试，开始安排，每周一次，从曹文轩开始，从自我加强
阅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