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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荷叶母亲教学反思篇一

x月x日，在xx中学东晓分校讲了一节录像展示课《荷叶母
亲》，评课中，同行的肯定与质疑使我的诗歌教学水平跃上
了一个新的层次，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洗礼。

上课前，我一直在思考：这堂课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着优点少谈，失误反思的宗旨，自我分析一下吧。

“读”——是理解语言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增强语感，发
展语感。课中，我用教师的深情范读点燃学生的激情，通过
幻灯片播放有关“荷叶护莲”的图片，使学生很快进入情景
体验之中，为整堂课酿造的浓浓的母爱情感氛围，激发了学
生浓烈的学习兴趣，并激活感性认识和已有的知识储备，为
突破重、难点作好铺垫。同样，我加强了对学生的朗读指导，
运用多种朗读方式(听读、引读、学生自读、指名读、齐读)
让学生通过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走向文本，一面课
文的丰富内涵对学生熏陶、感染，一面学生以自己的全部经
验对课文做出多元反应。

“问”——是突出体现了探究、创新的特点。本来，我是想
让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在探究过程
中，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
生体验、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
从而清楚地认识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写法。但事与愿为，



在真正的课堂实施中，却粗粗带过了，最精华部分也变得流
于形式。

“悟”——真情，永远是创新的语文课堂的魂。在教学中我
们应该做到动之以情，用真情实感一步一步地去拨动学生的
心弦。这节课，我企图通过循环播放母亲陪伴子女成长的图
片、贵州缆车事故、韩红歌曲《天亮了》——开启学生感悟
家庭生活“仓库”中的母爱故事，尝试引导学生通过“写”来
“悟”，使学生体验人间至深至爱亲情，用最真挚的感情，
表达心中对母亲的感激感恩，让其真情喷薄而出，以笔触源
源不断地倾吐对母亲的深情，以达到“悟”
中“写”，“写”中“悟”的目的，以达到语文育人的目的。
但很显然，我的设想并无完整实施。——“母亲陪伴子女成
长的图片”播放出现故障，精彩的解说一语带过，写的时间
不足，没有时间生生交流，师生交流，课堂亮点黯然失色。

优缺点总是在课堂教学中交错出现，语文课堂永远存在遗憾!
优点不说了，一个人只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就有进步的空间。

多反思，多改正，尽可能减少课堂失误，这是我要做到的，
我相信自己也一定可以做到。

荷叶母亲教学反思篇二

在讲授这节课时，我决心把课堂交给学生，新课程强调学生要
“读”，朗读、诵读、默读、精读……在课堂上，我加强了
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运用多种朗读方式，让学生借助朗读把
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使诗文中所抒发的情感叩击学
生的心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感受到语言文字表达情意
的表现力，又提高审美情趣。以读带思，用朗读声贯穿整个
课堂，使学生在朗读中，去感受这篇课文的文质之美。在反
复对文章重点段落的反复朗读中，体味文章的情感，使学生
对诗歌的赏析上升到一定的审美层次。



与此同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感受文章的美，体会语文
的美，在讲课的过程中，配和柔和动人的音乐。如在引入新
课时，教师在讲述汶川大地震时候一位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
子而牺牲自己的故事的同时，配以舒缓感人的音乐。学生听
读文章的时候，也有背景音乐的伴奏，使学生在音律和文字
美中，迅速进入文章。在本课结尾学生做练笔的时候，播放
《烛光里的妈妈》，升华学生的感情，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此外，在本节课的讲述中，我试着改变语文教学中解题、了
解作者、梳理情节等传统教学模式。在适当的时候，把作者
介绍引入课堂教学中，使得学习作者不只为了单纯的机械记
忆，而将文学常识的讲述变为进一步推动学生兴趣，加深课
文理解的一个环节。

在探究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体验、
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从而清
楚地认识寄情于景的写法，并且通过阅读题目巩固着一写法。
在课堂上学生动脑还动手，运用同类写法发表个性化的见解，
抒发对母亲的爱。

荷叶母亲教学反思篇三

《荷叶母亲》选自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本单元的几篇文章
都以亲情为主题，写出亲情的真挚。《荷叶 母亲》，这是一
篇借景写人，托荷赞母的散文。文题之所以用“荷叶母亲”，
是因为文中作者借雨中荷叶为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
的感触，抒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之情。文章语言清新自然，
隽永淡雅，显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讲授《荷叶母亲》这节课时，我按照“初读感知——品读
悟情——抒写感恩”这样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去感受这篇
课文的文质之美，体会浓深的母子深情。

首先，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荷叶荷花的简笔画图片，然后问



学生由图片会想到什么诗句或者想到什么话语，从而引入课
题，介绍冰心。

接着让学生听录音朗读，注意把握字音、语调、节奏、情感。
听完之后交流感受。在学生交流感受这一环节，有一些预习
比较充分的学生还谈到了对主旨句的理解，但是这只限于个
别学生而已。由于把握不准时间，让学生天马行空扯远了。
所以导致在进入第三环节“品读美文，体悟情感”时，有些
内容重复分析以至于花费了不少时间。

我是用下午的第三节课，由于担心拖堂，会造成学生的急躁
不安，影响课堂效果，于是把学生读书的时间缩短了。这一
做法，我觉得违背了学生的学习意愿，应该让学生在读的基
础上自己悟，这不仅把读的时间还给了学生，而且还能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我发现能力。

而我觉得本节课比较成功之处在于：

让学生在品读语言的过程中体验、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
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体会诗歌中的浓浓母子深情。明
白借物写人的写法。学以致用，课的最后环节设计让学
生“抒写诗句，感恩母亲”在他们动手写一写母亲时，放音
乐背景《烛光里的妈妈》渲染情境，让学生抒写对母亲的感
激和赞美之情。在这一环节，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大多数学
生都能写出几句优美的诗句来歌颂母亲。

在以后的路途中，肯定还会有失误和不足，希望各位同仁能
给予帮助和批评指正。

荷叶母亲教学反思篇四

在讲授《荷叶母亲》这节课时，我按照“初读感知――品读
悟情――抒写感恩”这样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去感受这篇
课文的文质之美，体会浓深的母子深情。



首先，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荷叶荷花的简笔画图片，然后问
学生由图片会想到什么诗句或者想到什么话语，从而引入课
题，介绍冰心。

接着让学生听录音朗读，注意把握字音、语调、节奏、情感。
听完之后交流感受。在学生交流感受这一环节，有一些预习
比较充分的学生还谈到了对主旨句的理解，但是这只限于个
别学生而已20xx最新《荷叶母亲》教学反思20xx最新《荷叶
母亲》教学反思。由于把握不准时间，让学生天马行空扯远
了。所以导致在进入第三环节“品读美文，体悟情感”时，
有些内容重复分析以至于花费了不少时间。

我是用下午的第三节课，由于担心拖堂，会造成学生的急躁
不安，影响课堂效果，于是把学生读书的时间缩短了。这一
做法，我觉得违背了学生的学习意愿，应该让学生在读的基
础上自己悟，这不仅把读的时间还给了学生，而且还能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我发现能力。

而我觉得本节课比较成功之处在于：

让学生在品读语言的过程中体验、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蔽
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体会诗歌中的浓浓母子深情。明
白借物写人的写法。学以致用，课的最后环节设计让学
生“抒写诗句，感恩母亲”在他们动手写一写母亲时，放音
乐背景《烛光里的妈妈》渲染情境，让学生抒写对母亲的感
激和赞美之情。在这一环节，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大多数学
生都能写出几句优美的诗句来歌颂母亲。

在以后的路途中，肯定还会有失误和不足，希望各位同仁能
给予帮助和批评指正。

荷叶母亲教学反思篇五

《荷叶母亲》选自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作者借雨中荷叶为



红莲遮风挡雨的情景书写心中的感触，抒发对母亲的感激热
爱之情。文章语言清新自然，隽永淡雅，显示出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

在讲授《荷叶母亲》这节课时，我按照“初读感知——探究
质疑——抒写感恩”这样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去感受这篇
课文的文质之美，体会浓深的母子深情。

新课导入部分我采用ppt多媒体课件创造范围，让学生一下子
进入了文本，为学生与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搭建了很好的桥
梁。阅读课文、整体感知部分注重了朗读的运用，通过朗读
让学生初步感知文本，为下一步深入理解文本奠定了基础。
研读文本、质疑探究部分，我注重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注重
了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方法，对于学生由于能力的差
异，我加以正确的引导和点拨，这样让学生既学到了方法，
更提高了能力。拓展延伸部分，我选择了与文本一致的片段，
这样既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提
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能力。形成性练习部分，我既注重了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又通过小片段的练习，锻炼了学生赏析
和写作能力，同时也注重了对学生人文思想的引导和熏陶。

我觉得本节课比较成功之处在于：

1、对于教材的分析以及学情分析比较到位，教学设想符合文
本要求和学生实际。

2、教学目标的设计注重一学生为主导：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诗文，整体感知课文，理解诗的思想内容，体会诗的
写作特色，主体都是学生，注重了以学生为主导的理念。

4、多媒体的使用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提高了学生对文本的
理解。

5、让学生在品读语言的过程中体验、感悟出荷叶对红莲的荫



蔽也就是母亲对儿女的庇护，体会诗歌中的浓浓母子深情。

不足之处：在这浓浓的亲情氛围之中，教师的语言显得过于
直白，如果能够运用精练优美、饱含深情的语言加以渲染，
把学生的感情煽动起来，效果一定更佳，这是今后努力的方
向。再次是展示的画面较多。学生诉说的时间较少，特别是
拓展延伸部分，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纷纷要抒发对父
亲的热爱之情，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安排到写作之中，
许多学生都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