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封信的课后反思 一封信教学反思
(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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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封信的课后反思篇一

1、训练学生从文中提取信息的能力。

课文主要讲了两封信的故事。我让孩子们仔细读课文，找出
两封信的内容。

可以在找到的句段旁写上批语，做上记号；同座的两位同学
读完了，互相议一议，看看自己找的理由是否正确。让孩子
们初步了解圈点批注的读书方法。同时鼓励孩子们只要用心
读书，用心思考，用心体会，用心倾听就会有收获。

2、学会比较阅读。通过两封信内容的'对比，表达态度的对
比，看出第二封信更能表达出一种乐观、坚强地对待生活的
态度。

1、课堂设计内容过多，不利于学生吸收。

2、缺少“读”，孩子读得少。

1、在今后的教学中，精简课堂，删繁就简，不要低估学生的
能力。

2、重视阅读，在读中感悟和理解。



一封信的课后反思篇二

《一封信》讲述了露西给爸爸写信的过程。课文语言通俗易
懂，通过信的内容，表达了露西对生活细腻的感受、对亲人
细致的体贴，对于学生能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对于这类来
源于生活，与学生生活体验十分接近的文章，在教学的过程
中就应该从学生的切身体验出发，激发学生对本文的兴趣。
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启发学生想象，联系自身实
际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叙述出来，并将它与露西的体验
作对比，并注重引导学生从人物的对话中感受，理解露西的
心情，让学生在思考，逐步把学生带进露西的内心世界，从
字词中找到露西心情的痕迹，这样学生就很容易理解本文内
容。

一封信的课后反思篇三

作为一名老师，每一天的快乐与烦恼都来源于孩子，或许原
本早上起来莫名糟糕的心情，就会被孩子在课上可爱的样子
所转变。最近在讲瞿祖红翻译的课文《一封信》。又让我对
如何能够在“零经验”的情况下，真正的掌握学情，同时又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产生了新的想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语文学习来说，“预习”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习惯，这是调动孩子主动学习、思考
和创造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我的预习要求就是熟读三遍
课文，但是在上课时，我却发现好像作用不大，并未达到我
想要的预习效果。

预习

所以从《一封信》开始，我对学生的预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将课文至少读三遍；



2.能够认读本节课要求会认识的生字；

3. 利用字典和工具书，查清楚会写字的笔顺，并且组两个词。

这是我对学生课前预习的要求，在第二天上课前，我先下发
了一张小的前测试卷，就是针对昨天预习的内容。在孩子答
题的时候，我开始拿着语文书开始进行记录，记录孩子都有
那些字还不太认识，哪里还会有问题。在整个巡视过程中我
发现，大多数孩子对于“肩”和“背”这个两字的记忆出现
混淆，“束”这个字的sh容易写成s，除此外“刮”、“削”
这两个字也有一部分同学记不清。对于写字表中的字，问题
都集中在“写”这个字的笔顺上，个别同学将“封”
和“电”的笔顺写错，其他字都没有错误。

所以在将近15分钟的测试后，我基本掌握了本节课学生最容
易出错的地方，那接下来的25分钟，我就开始集中火力，将
学生易错部分进行了集中攻克。在这一环节上，我充分发挥
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将讲台交给学生，由一些基础知识牢固
的同学作为小老师，走到黑板上，为大家进行讲解这些易错
点，而我则扮演一名“助教”，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整节课下来，我发现孩子在这节课上的注意力格外集中，即
使平时几个爱溜号的学生，今天也开始目不转睛的看着讲台
上的小老师。这节课，不仅学生上的开心，连我自己都觉得
这节课上的踏实！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容易抓不到教学
重点，总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感觉样样都重要，整节课下来
教师累的够呛，学生听的迷糊。所以通过课前预习，课堂前
测的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让教师更清
楚这节课重点该放在那里，着重讲哪里。

第二课时的现场生成



在第一课时结束后，今天我又上了第二课时。在学生已经扫
清了生字障碍后，这节课我的教学目标就是通过辩论的方式，
让学生读课文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同时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
和逻辑思维能力。

在这节课上，学针对“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哪一个更好”为
辩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学生会选择第二封信，主
要观点就是：爸爸远在国外，不想让他担心家里的事。而也
有人觉得第一封信更好，理由是第二封信写的那么欢乐，然
后又说思念爸爸，就会觉得很虚伪。但是因为第一次辩论，
孩子们热情过于高涨，所以我临时决定，在孩子进行激烈的
辩论后，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作文本上。此处就是课堂上临时
生成的东西，孩子们将自己的观点用文字记录在作文本上，
又进行了一次写作的练习。

一封信的课后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对于此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存在相当难度。再加
上篇幅较长，而且改编自外国文章，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不
同于母语课文，给教和学都增加了不少难度。

课文主要讲了两封信的故事。我让孩子们仔细读课文，可以
在找到的句段旁写上批语，做上记号；同座的两位同学读完
了，互相议一议，看看自己找的理由是否正确。让孩子们初
步了解圈点批注的读书方法。同时鼓励孩子们只要用心读书，
用心思考，用心体会，用心倾听就会有收获。

还让同学们在第二封信中采用了分角色朗读，一人读妈妈想
说给爸爸的话，一人读露西想说的话，这样孩子们就能深入
文本，体会当时的情境，把露西当时写信的心情表达的更准
确。最后，在出示阅读《信》这首诗时，孩子们从读中感悟
可以给小鸟写信，可以给花儿写信，可以给云、树写，当然
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信。从而告诉孩子们在生活中要用自己
的眼睛看，脑筋想，用心去体会，创作与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既是最好的也是最独特的，更是最有价值和个性的。

课堂设计内容过多，不利于学生吸收；缺少“读”，孩子读
得少；在课堂上没能教孩子书写。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精简课堂，删繁就简，不要低估学生的
能力。

一封信的课后反思篇五

我们紧紧围绕了指挥棒——紧紧抓住课后的思考题，围绕每
一课的核心目标有侧重点地开展教学。

《一封信》首先确定教学目标：

1、识记“封、削”等14个生字，能读准多音字“朝、重、
结”，会写“封、信”等十个字，会写“出国、半年”等九
个词语。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能读出第一封信中路西因见不到爸
爸而产生的思念之情，读出第二封信中路西的喜悦。

3、学习边读边画的方法，梳理出第二封信的内容，体会信中
表达的情亲情。

4、通过前后信件内容对比，说说自己更喜欢哪一封信？能说
清楚喜欢的理由。

同时重点围绕课后思考题开展教学：

1、朗读课文。想一想：露西在给爸爸的后一封信里都写了什
么？画出相关语句，试着把这封信读出来。

2、露西前后写的两封信，你更喜欢哪一封？为什么？



在执教本课的时候我努力突出重点，在对比阅读提取信息的
同时进行了识字教学，数量词的积累，以及相关词语的理解。
在评价两封信喜欢哪一封，在尊重学生的想法的同时我让学
生来揣摩一下文中的露西为什么不将第一封信寄出去，而是
选择了第二封信？学生通过比较明白，第一封信传递的是不
快乐，爸爸会担心的；第二封信传递的是快乐，自己开心，
爸爸收到信后更开心。有意识地渗透做一个传达快乐的人更
幸福的做人理念。真实想法是要尊重，但是健康的生活态度
还是需要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