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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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爱什么颜色》是一首小诗。诗歌很是简练，结构比较简单，
勾勒了三幅绚丽的色彩，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
以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

课前，我让孩子们搜集有关各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的资料，
让学生在预习诗歌时交流自己喜欢的颜色及原因。教学诗歌
时，我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阅读、思考，鼓励孩子在朗读中想
象诗歌呈现的画面。孩子在自由选择诗歌的'小节来赏析，懂
得作者所喜爱的颜色，理解作者所喜欢的原因，以及作者所
表达的情感。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义务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1课是《我们的民
族小学》。课文描写了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
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在课堂上，学生读了课文后，我问：“课文中描写的民族小
学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希望学生能讲到类似这样
的答案：“我觉得这所学校很美丽。”“我觉得这所学校里
的同学很快乐。”……但现实和愿望总是有距离的，这种距
离可不一定会产生美感哦。

不同的问法，不同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设计问题，
教师需要认真思考。这关系到教学目标能否达成，关系到教



学过程是否通畅，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效。课堂是可以
预设的，同时，课堂也是生成的灵动的多变的。许多时候，
老师做不到先知先觉，学生也不可能亦步亦趋，时时处于被
掌控中。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要精心设计问题，问得精问得
巧，即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广度，又有“心有灵犀一点
通”的效度。如果抛出问题后，学生打起了“擦边球”，甚
至是“出界球”，教师得随机应变，灵活变通。因为在这时
候，“以不变应万变”之术是无效的。不妨换一种问法，想
办法引导学生进入有效学习状态，去感受去体验课堂学习的
充实与快乐。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刘胡兰》这篇课文记叙了刘胡兰为了同党的安危，在敌人
面前英勇不屈、钢铁般的坚强，最后终归壮烈牺牲的感人事
迹。她牺牲时年仅十五岁，花一样的年华，却在残暴的敌人
面前勇敢坚定、视死如归。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老师讲这
篇课文时，那时候对敌人的残暴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气愤，对
刘胡兰的勇敢坚强非常的佩服，对她的牺牲感...

《刘胡兰》这篇课文记叙了刘胡兰为了同党的安危，在敌人
面前英勇不屈、钢铁般的坚强，最后终归壮烈牺牲的感人事
迹。她牺牲时年仅十五岁，花一样的年华，却在残暴的敌人
面前勇敢坚定、视死如归。回想起自己上小学时，老师讲这
篇课文时，那时候对敌人的残暴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气愤，对
刘胡兰的勇敢坚强非常的佩服，对她的牺牲感到非常的同情、
惋惜。学习的过程中，有股默名的情感，仿佛那情感一直延
续到今天。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学习这篇课文了，我也真的
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同我一样能感受到这些。

我想作为老师有责任让学生知道这段历史，应该在平时的教
学中，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渗透这些历史知识，介绍有关的书
籍让学生阅览，播放有关的电影、录像让学生欣赏，同时，
还可以利用朗读课外资料、比赛等形式向学生介绍革命烈士



们的英雄事迹，让学生收集有关的资料相互进行交流。我想
这种渗透应该是持之以恒的，不是因为教了这篇课文而形式
一下就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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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三年级是个过渡时期，从低年级到中年级的转变，教学目标
也有了新的变化。如何来上好三年级的语文课，我在教学过
程中有所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有了一点收获。

一、认真备课，提高教学效果

要想让学生一堂课全神贯注的听讲确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
也很难做到。开始上课的时候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孩子
总不认真的听课，不专心，常开小差，常常半路停下来处理
课堂纪律问题。反省后觉得是自己纪律没抓好。后来看了一
位老师的《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才有所感悟。
这位老师在里面写到“在我们班上课，孩子想开小差都难!”
这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让孩子一定愿意听自己的课。我开
始反思课堂纪律不单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也是老师的问题。



我开始注重提高课堂本身的趣味性，更加用心的去好好的备
课。你的课有激情，同学们就容易被你的激情所带动;你的课
有意思，同学们才乐意全身心的步入你的课堂，乐于学习。
所以要用心备课、认真备课，不备好课，不进课堂。

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新课程中，教师的变化最大，教师将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
者和管理者，更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学生的学习
方式从传统的接受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要让学生学会学习
必须要让学生先学会预习。语文预习简单而实用，编首打油
诗，只有二十字：读思存疑问，课前十分钟。用心能坚持，
等同半天功。具体分析有：

(一)、细读。课前认真阅读每一篇文章，读准字音，读清字
形，读明字义，读对节奏，读懂情感，读出诗文的音乐
美。“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是学习语文的基础。

(二)、深思。预习中边读边思，读后深思，由表及里，理清
文章的层次，总结文章的内容，鉴赏文章的技法，思考文章
的哲理和蕴含的情感。

(三)、疑问。学生在预习中发现了课文里的问题，提前在心
中存留疑问，然后在课堂上有心听讲，有的放矢，就能解决
预习时发现的问题。如此这般，容易和老师互动交流，就能
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习也是如此。预习的好处很
多：能够强化听课的针对性，以便抓住重点和难点，提高听
课效率;能够提高课堂笔记水平。当学生学会如何预习时，那
么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将有所提高。

三、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书籍，同时自己也要多读、多看、
多思考。



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鼓励学生多读多看，同时开设小
小读书交流会或是让学生写读书笔记。既能培养学生的口语
交际的能力，让他们向同伴介绍自己看过的书;又能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好三年级的新增内容--作文，让他们把写读书笔记
当成习惯积累，也当成一种练笔。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对重点词句和重点段落的读来体会文中的孩子前后不同
反映的根源所在，通过读，学生主动理解了沉默的可贵之处，
这时抓住时机联系实际谈自己感受到的父母的爱以及如何回
报父母的爱，学生的反映极其强烈，所谈的内容极其感人，
引起了在场的家长以及全体同学的共鸣。李想，这个平日里
从不写作业的孩子，在和妈妈说自己的心理话时，动情地哭
了……为人母的我听到孩子们那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稚拙的表
达感情的方式，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谁说孩子小不懂事，
谁说孩子小不懂事，谁说孩子小不懂感情，谁说孩子小不会
善解人意，会的，懂的，无论是性格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无
论是善于表达的还是不露声色的，他们全懂，全会。这堂课
对我对孩子们都是“可贵”的！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六

本次语文期中测试试卷印刷清晰，卷面整洁，内容覆盖面较
广。从整体看凸显了课改精神，以学生为主体，题型以开放
为主。就内容看，主要测试一至四单元课文中要求识记的字
词及语文园地中出现的句子，这样既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又能激发学生答题兴趣，充满了吸引力。题型结构合理，难
易恰当，既能检查学生对字词掌握的情况，又能拉开分数。

二、基础知识部分

这次三年级语文期中试卷题型有“看拼音，写词语”“把词
语补充完整”“词语连线”“的、得、地的用法”“反问句



改陈述句”“连词成句”“展示台”等。其题型较新颖，能
贴进学生生活，覆盖面较广，既考查了学生对字、词、句的
积累、理解、运用的情况，又检测了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体现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

三、阅读部分

这次的阅读理解内容是课外的选段《牛顿的故事》，所以相
对，课内的阅读学生感觉难一些。尤其是第三个小题短文被
分成三部分，第二部分写了什么，本题相当于是把短文分段，
然后写出段意。这种分析短文的方法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我
们没有涉及到。大部分学生没有做对。由此可以看出学生理
解词意的能力有待提高。在教学当中应当教给学生感悟、理
解词语意思的方法，要多多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
意思。

四、习作部分

本次习作是写春天的花，半年来我们教科书上没有涉及到本
类型体裁，在平时的习作练习中练习的较少，所以学生在作
文的时候感觉比较困难，找不到入手点。习作题有很大部分
同学失分较多。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篇七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的重点部分时，要抓住“我”和奶奶对
待“偷”杏儿的孩子们不同的'态度来学习。在表现“我”的
态度时，引导学生抓住“我没好气”、“心里不高兴，暗暗
怪奶奶偏向他们”，学生通过抓关键词体会出“我”对小伙
伴埋怨、责怪，对奶奶的不满。在体会奶奶的品格时，引导
学生抓住描写奶奶的“动作”、“语言”。例
如：“走”、“扶”、“揉”、“回过头说”，让学生体会
出奶奶心肠好。“有果子大家吃才甜，让乡亲们尝个鲜，杏
儿就会越结越多”让学生体会出奶奶的善良淳朴。最后我进



行总结：同学们以后写作文要想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或者品质
时，就要学会抓住这个人的“动作”、“语言”、“神态”、
“衣着”等来表现！为了让学生学着运用这种方法，课后布
置了一个小练笔：谁是你最熟悉的人？抓住动作表现人物的
品质。学生能仿写得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