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训电话销售心得体会(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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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雪的教学设计篇一

今天，结束了《雪》这篇课文，上完这节课后，我进行了如
下的反思：

《雪》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最为明朗的一篇，然而对于
文章的主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钱理群说，鲁迅在博
大的、运动的“自然”中，发现与肯定了自己；张向东说，
《雪》不仅是一支不同凡响的雪之绝唱，更是一曲响彻云霄
的人的精神的赞歌。对于初二的学生来讲，讲的太深，他们
不能够理解，倒不如简单理解为，作者通过笔下的两幅鲜明
对立的图景——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寄托鲁迅了对美好理
想的追求，并赞美了这样一种战斗精神——要用战斗来创造
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我想这样有助学生更深入、更真
切地认识鲁迅。

在《雪》这片文章里，作者对南方雪景的描写是那么色彩丰
富：血红的山茶花，白中隐青的梅花，深黄的蜡梅，冷绿的
杂草，还有那幻想中的蝴蝶和蜜蜂，其实作者不仅仅是要说
明这孕育生命的隆冬，更是要阐述在这种昏暗的时代，不要
迷失对待希望的追求。其实，作者的写作意境很高，如何去
让学生领悟，我觉得教师的引导很重要，创设情境教学很值
得提倡。

1、教师激情有所欠缺，整个课堂显得比较平淡。这绝对是我



的硬伤，虽然可以找借口说是性格原因，但即使“秉性难
移”，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能移”，我一定要把它作为必须
克服的`问题来对待。

2、教学机智有待提高。例如对朔方的雪的分析不够到位，原
因有二：一是在分析之前没有好好读一读。在我的设想中是
打算在分析完“江南的雪”之后先读一读描写“朔方的雪”
的内容再深入品味语言，没想到写完板书一转身就看到已经
有十几位同学举起了手，如果这时要求他们放下手去，很可
能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但是，缺少了朗读这一必要的过渡，
学生的思维还停留在江南的雪的“美好”上，从而造成对朔
方的雪的理解也惯性地滑向“美好”这个方面；二是在“如
包藏火焰的大雾”一句上纠缠太久，没有及时引导，因而耽
误了时间，使得对朔方的雪理解还不透彻就匆匆进入了下一
环节。

3、对文本的反复切入还需加强。同一个语句，从不同的角度
切入，会有不同的收获，例如你可以从一个句子看出事物特
征，看出作者情感，看出写作技巧，看出语言风格，看出蕴
涵的哲理??但是本堂课对语言的品味太局限于“雪的特征”，
对鲁迅情感的体验几乎是直接从“雪的特征”得出的，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和文本的脱离，这也使得在第三个环节提升
到鲁迅的精神前的铺垫不够到位，材料的出示也相应显得较
为生硬。虽然对鲁迅精神的把握是源自文本，但在课堂呈现
时却显得有些割裂。如果说本课在课堂设计时关注到了“深
度”，但在课堂呈现时却缺乏一定的“厚度”。

经验，不断克服弱点。我相信自己能在语文教学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稳健。

她不喜欢雪，我很惊讶，追问。她说下雪时候很寒冷，行动
不方便。我肯定了她的说法，赞扬她有自己的思考，随即告
诉学生们，雪确实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利有敝。
然后请其它的同学谈谈看法，有的学生说雪与雨一样滋润万



物，有的学生说雪能消失害虫，“瑞雪兆丰年”。继续由学
生自由发言，或讲述自己在雪中玩过的游戏，或自选写雪的
诗句朗诵，学生表现积极，发言踊跃。我用诗句“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板书）赞美学生的表现。

“我们喜欢雪，古代文人们喜欢雪，鲁迅也是喜欢雪的”，
导入课文后，师生共同进行全文和自选段的朗读，我向学生
强调这类的散文要读出感情来，与录音比较，师生间互相评
述，特别要求学生对老师朗读的评价。由于欣赏课对学生的
影响，由于我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象加入朗读活动，学生们情
绪高涨。检查生字词预习情况后，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以
问答的形式分析第一个问题：文章写了哪两处雪景，具体写
了什么景物，写景有什么不同？学生阅读课前提示，很快回
答出“江南的雪”“北国的雪”，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之
至”，是轻柔的，北国的雪“随着旋风蓬勃奋飞”，是猛烈
的。我简要分析作者运用以物衬物和比喻的方法，写江南雪
的美丽轻柔，令人喜爱，雪中“血红的山茶”“深黄的腊
梅”“冷绿的杂草”，这丰富的色彩衬托了雪的美丽，“处
子的皮肤”（解释“处子”：少女）又恰到好处的比喻了南
国雪的轻柔，正因为如此，使作者似乎看到一点春意，所以
作者说“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这些都充分表达
了作者对江南雪的喜爱。由几位同学再分别朗诵这段文字，
相互比较，谁读出了江南雪的轻柔美丽。

鲁迅的雪的教学设计篇二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一篇精读课文。作者通过回忆伯父鲁
迅先生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告诉我们伯父是一个
爱憎分明、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人。表达了对伯
父深切的敬爱之情。

在教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为了营造强烈的文化氛围，
追求震撼人心的效果，我始终坚持从情感体验去把握教材，
按照“三阶六步”的教学模式设计和实施教学。在上课之前，



我对教材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解读。先引导学生根据“鲁迅
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找出文中的中心句，然后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能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
二是从文中所写的几个事例看出鲁迅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文中的.事例要求学生用小标题的形式写出来）再引导学生
去感受和体会鲁迅先生“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
博大的胸怀。综观整堂课，具体体现在，用“悼念”把文本
内和文本外的内容联系起来，把文本和扩展内容结合起
来。“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永远见不到
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
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这句话是小周晔失去伯父时的所
想所感，也是文章的情感主线，文章以此为情感轴心，回顾
了伯父鲁迅先生生前的几件小事。教学时，每讲学一个小故
事，再返回到该句的诵读上，以形成一咏三叹的效果。其间，
我还引入了巴金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的诵读。用这样
的设计，把文本的主旨提升到鲁迅的博大上来。相互照应，
让课文更显精致。

在课堂占课的过程中，对课堂节奏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
的。“救助车夫”这一个小故事浓墨重彩，从鲁迅的那几个
动作入手，通过对“半跪”的分析，让学生说出了哪个动作
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然后再让同学们想象，通过想象让
画面动起来。最后让学生们去找鲁迅跪了多长时间，让学生
有了一种震撼。然后通过设计情境，让学生体会鲁迅先生对
穷苦人民的同情。最后反复诵读两个“清清楚楚”的句子，
体会鲁迅先生当时忧国忧民的神情和给周晔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共由几个大部分组成，我不是按照传统
的教学程式，由课文开头向末尾讲，而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
学内容先探究几个小故事，再回到第一部分“伯父为什么得
到那么多人的尊敬、爱戴？”这样由“因”推出“果”，很
巧妙地将部分和整体有机地衔接起来，整个教学过程重点突
出，安排紧凑，气氛活跃，效果显著。教学流程上，紧紧扣住
“为什么伯父会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呢？这个问题来展开。



这样，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入，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伯父为什
么得到各色各样的人的爱戴？“这一问题越来越明白，答案
会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完整，最终得出：因为伯父关心青少
年、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同情和关心劳苦大众，所以得到
广大青少年、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的爱戴。

鲁迅的雪的教学设计篇三

《莫泊桑拜师》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从小酷爱写作的莫泊桑为
了能够写出好作品，拜福楼拜为师，得到悉心指导的事，表
现了莫泊桑对所酷爱的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福楼拜热心提
携后辈，关心文学青年的名师风范。

为了上好这一课，我从认真钻研教材，确定教学目标，再到
研究学生，确定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不断的思考和修改，力求
让学生主动参与，构建高效课堂，下面谈谈我印象最深的几
点：

一、深层挖掘突破重难点。

二、转换角色，以读促悟。

三、引导、点拨学生对文字的品析。

但是还有以下几方面有待努力：

1、学习的主动权应交给学生，不能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2、课堂的调控能力还需再加强。

鲁迅风筝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鲁迅的雪的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
课文，进行探究性学习。

2、过程与方法：创设情景朗读体悟；圈点评注品味语言；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悟亲情的含义；了解科学的儿童教
育思想；学习鲁迅的自省精神；理解作品的批判性。

教学重难点：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课文。

2、细致品味文章语言，领会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富
意蕴。

教学准备：



学生：反复朗读，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词并画出不理解的地
方。查阅鲁迅的相关资料。

教师：钻研教材。制作简易多媒体课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同学们上中学了，学习任务更重了，你们平时有没有抽空想
过学习和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现在老师就给你们一会儿
时间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二、整体感知课文

默读全文，思考：

1、课文回忆了“我”毁掉了弟弟的，后来“我”知道自己
（），准备向弟弟道歉，而弟弟却（），“我”的心只得
（）。

2、文章有几个“我”？

3、“我”分别怎么回答我们刚才探讨的问题的？

三、研读与赏析

1、“精神的虐杀”具体指哪一幕？为什么说这是“精神的虐
杀”？变换人称带上感情朗读体会。

2、“我”改过的方法？结果怎么样？朗读品味探究“我”的
心理。。

5、“我”是怎样意识到“我”的错误的？为什么说“我”
也“不幸”？“我”也是受害者吗？受谁的害？学生合作探



究，老师相机点拨。

6、老师范读最后一自然段体会作者深深的“悲哀”之情。

四、体验反思，拓展延伸

1、大师鲁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从他那学到了什么？

2、设计课文副标题并阐述理由。

3、文中弟弟的童年被无知的哥哥以及愚昧的时代虐杀了，你
们呢？你们的童年在哪？

五、课堂结语

一只折断了翅骨的风筝，一段悲哀凄凉的忏悔。然而，一切
的忏悔又有何意义呢？精神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而背负着
愧疚的心灵同样是不堪重负的。同学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这
个沉重而悲哀的教训吧。可能这样的悲剧在今天仍然在上演，
是啊，我们也很无奈，刚才同学都说了，做作业是没办法的
事，因为这个社会不拼命就会被淘汰。

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的童年被家庭、学校、社会虐杀
了，我们不能像“我”的弟弟一样麻木，以为这样是对的，
就把这个“恨”给忘记了，只有记得这个“恨”，我们长大
才会努力的去改变这个虐杀儿童的社会。鲁迅又何尝不是有
着这样的期待呢？他在遗嘱中说：忘掉我。我们又怎能忘记
这位有良知的民族脊梁呢？怎能忘记这位关爱儿童和青年的
慈爱老人呢？就让我们也怀着一颗民主、善良、宽容的心待
人吧，惟其如此，那晴朗的天空中才会永远飘扬着我们快乐
的风筝！

六、作业（二选一）



1、假如你是文中的弟弟，你一定会有些新的感受想对哥哥说，
请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与同学交流。

2、假如请你向父母推荐阅读《风筝》，你会说些什么？

七、板书设计

风筝

——一段往事，一个时代

“我”少年：折断风筝——精神虐杀

中年：未能悔过——永恒悲哀

鲁迅的雪的教学设计篇五

鲁迅的文章素来以长见多，学生的阅读能力非常弱，如果把
过多的时间浪费在阅读上，既浪费了课时，同时学生漫无目
的阅读反倒让学生厌烦！

如何上好这篇长度、深度、难度均非同一般的课文？我决定从
“小说三要素”入手，围绕小说中的人物展开对文章的研究，
从寻找人物入手，跟随人物深入课文，但是课文中关于闰土
的描写文字要多于杨二嫂的描写文字，虽然学生对闰土比较
熟悉，但是对于阅读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要在一节课
内寻找并阅读完关于闰土的描写，时间就会相对仓促，因此
采用“迂回”战术，先来了解描写文字比较少的杨二嫂，有
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印象。

学生开始很快在文章中寻找杨二嫂的出场——“吓，胡子这
么长了！”

我马上引导学生：杨二嫂是用她特有的声音出场的，正所



谓“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同时这也是人物描写方法中的
语言描写，那么，这种写法并不是鲁迅首创的，其实告诉大
家，这种写法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写法，当
她听说了林黛玉也就是贾宝玉的表妹，贾母的外孙女来了后，
远远地喊了声：“我来晚了，不曾远迎！”这一句话，将王
熙凤在贾府的位置凸现出来，贾母跟前众姐妹屏声静气，唯
有王熙凤敢这样出场，其实就是通过语言描写体现王熙凤的
性格以及她在贾府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风云人物，
大家可以去看看——（学生们听的很认真），看来，鲁迅老
人家用的这个手法不是首创哟！这其实在提醒大家，鲁迅的
方法是学来的，大家可以试试的。

学生们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学生们围绕着这句语言描写开始讨论杨二嫂的性格特点……

很快，学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又继续引导学生，课文中关于杨二嫂的描写还有，只不过
是采用了不同的描写方法，同时课文中关于杨二嫂的描写还
有她人生其他阶段，大家试着找找。

很快学生将课文中关于杨二嫂描写的段落全部都找到了。

很快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很快一节课时间过去了，当学生讨论到杨二嫂的变化和那个
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这篇文章的主题也就显得比较
容易理解了——故乡，往往是一个人灵魂的栖息地，但当现
实中的故乡和理想中的故乡背离的越远时，那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对故乡的情感和情绪就会纠缠于赤子的内心，这是一种
忧郁的美，它会继续在赤子的内心酝酿，发酵，会外化成另
一篇更美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