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关注学生独特的感悟与体会

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与文本对话，谈感受与体会。他
们一一发现了“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从数量、样子、
给人的感觉几个角度描述；“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
似的奇幻的云彩”，则是抓住了云的样子，采用了比喻的修
辞手法；“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
许是霸气十足的猫头鹰”，则是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再去掉
“也许”一引导，“也许”的意味也被孩子们说得无可挑剔。
孩子们不仅读出了文字的温度，还揣摩出了作者的技
巧，“直接描述”“比喻”“排比”不费吹灰之力从孩子们
的嘴里蹦跳出来，令人满是振奋。

二、小练笔训练，提高读写能力。

教师最后布置了一个小练笔：透过家里的玻璃窗或是汽车、
火车、飞机的窗口，你看到了什么，由此想到了什么？学习
第7自然段的写法写一段话，文段里用上“也许……也许……
也许……”。好多孩子的文字里，体现了表达方式的变换，
体现对一个事物的准确细腻的'描述。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还有不足的地
方。存在的不足如下：



面对学生出色的表现，教师不能及时地找出更为合适的评价
用语，有时候，明明知道学生表现很好，但却找不到合适的
话语进行评价。那些用惯了的“你真棒”“好极了”等，在
我看来一遍足已，如果反复使用则会变的枯燥无味，失去了
表扬的意义。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从指导者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培养
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认真学习课堂评价语言，争取恰如其
分，及时到位地评价学生。

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天窗》这篇课文写得比较深刻，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我先让学生通读课文，再让学生质
疑。学生非常自然地提出了“为什么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慰
藉？”因此，在课上我主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交流。

一、通过品词品句的方法让学生理解句子。在我的启发下，
学生们通过找句子，读句子悟出了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写出了闪电的形状，云朵的变幻多端。作者的想象主要是在
颜色、大小、形状等方面展开，十分合理。

二、指导学生朗读。因为学生理解了句子，所以在朗读的时
候也就有了感情。加上暴风雨的呼叫声，学生的朗读有起有
伏，抑扬顿挫。其次，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积累了不少优
美的`句子，给写作提供了素材。

三、给学生说话的机会。这节课，我设计了说话练习，除了
平时就能说会道的，我还特别让好同学帮助那些平时不太开
口的学生，让每个人都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天窗》教学反思《天窗》这篇课文是茅盾先生所写，篇章
中有一些句子比较难懂，我认为学生理解不了，于是教学时



我用指定三名学生朗读课文请学生们猜猜为什么这样布置朗
读来理清课文层次；用“天窗只是一块玻璃，但作者两次写到
‘小小的天窗是当时唯一的慰藉’这是为什么？”的问题把
学生引入到主要段落的学习；而且在理解想象的作用时，我
摘出想象的句子与学生一起对比理解。略读课的学习就是为
了学生练习运用前面所学知识、学习方法，老师在学习中协
助学生疏理和巩固，不怕学生出现问题。因此，教学时可以
采取两种方法：其一，可以让学生读书提问，然后一起探究
解决问题理解课文；其二，学生自读课文批注，然后推荐学
习体会，在思维的碰撞中发现差别、取长补短、理解课文。
这两种方法都是把学生放在了学习的前沿，教师的讲课粗略
了，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增加了，考虑和口语表达的机
遇增多了。

同时，这堂课下来，我领会到了教学时要渗透体现写作。课
文中“想象”局部是重点，学生通过去掉“想象”局部对比
阅读体会到了“想象”在生活和写作中的作用，但这还是表
层的理解。应该在此基础上增加练笔的环节，让学生看天窗，
考虑通过天窗还可以看到哪些景物，由此你能想到什么？用
笔写下来，这是对“想象”的学有所用，是深层的理解，同
时，也加深了学生对《天窗》的喜爱之情。

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天窗》这篇课文是茅盾先生所写，篇章中有一些句子比较
难懂，我认为学生理解不了，于是教学时我用指定三名学生
朗读课文请学生们猜猜为什么这样安排朗读来理清课文层次；
用“天窗只是一块玻璃，但作者两次写到‘小小的天窗是当
时唯一的慰藉’这是为什么？”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这
个问题，首先要把学生带到矛盾小时候一百多年前的环境中
去，带入情境再带着问题把学生引入到主要段落的学习；而
且在理解想象的作用时，我摘出想象的句子与学生一起对比
理解。略读课的学习就是为了学生练习运用前面所学知识、
学习方法，老师在学习中帮助学生疏理和巩固，不怕学生出



现问题。因此，教学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其一，可以让学
生读书提问，然后共同探究解决问题理解课文；其二，学生
自读课文批注，然后交流学习体会，在思维的碰撞中发现差
异、取长补短、理解课文。这两种方法都是把学生放在了学
习的.前沿，教师的讲课粗略了，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增
加了，思考和口语表达的机遇增多了。

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再教《天窗》，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孩子理清了文章的脉
络，抓住关键词语“慰藉”与“神奇”走进“天窗”。“夏
天阵雨来时”“晚上，被逼着上床‘休息’的时候”，天窗
是孩子们唯一的慰藉。小小的天窗又是神奇的，因为它能让
活泼会想的孩子从“无”中看到“有”，“虚”中看
到“实”。

在本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孩子们却用沉默回应了我。“不
敢想，不会想，不知道如何想？”一道鸿沟挡在孩子前面，
怎样帮助他们逾越？我学会了等待，等待他们开启想象之门。
联系生活，寻找灵感；同桌交流，激发灵感。“孩子可能看
到两片红叶……可能看到明丽的亮光……可能看到……”在
大家的“种种可能”中，思路被慢慢打开了，“世界”进入
孩子眼中。

小“天窗”，大“世界”。要让孩子从小小的“天窗”，看
到这个大大的“世界”，想象力很重要。今天，在课堂上，
孩子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够
让想象载着我们在广阔的“世界”中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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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天窗》这篇课文写得比较深刻，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我先让学生通读课文，再让学生质
疑。学生非常自然地提出了“为什么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慰
藉？”因此，在课上我主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交流。

在我的启发下，学生们通过找句子，读句子悟出了作者运用
比喻的修辞手法写出了闪电的形状，云朵的变幻多端。作者
的想象主要是在颜色、大小、形状等方面展开，十分合理。

因为学生理解了句子，所以在朗读的时候也就有了感情。加
上暴风雨的呼叫声，学生的朗读有起有伏，抑扬顿挫。其次，
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积累了不少优美的句子，给写作提供
了素材。

这节课，我设计了说话练习，除了平时就能说会道的，我还
特别让好同学帮助那些平时不太开口的学生，让每个人都有
开口说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