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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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上完这《朱德的扁担》课文，我有以下感受：

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让学生在阅读中寻找自
己，让学生在每一节语文课上都能学到一点就够了。教学是，
我先从整体入手，通过初读感知文意，通过在读感知人物特
点；然后从细节入手，通过课文的重点词句品析，逐步走进
人物内心，感受人格魅力。

新课标非常重视学生的语文实践，提倡在生活中学语文、活
用语文。上课是，我努力寻找文本与生活的结合点，让学生
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读、写的训练，达到内化语言、学以致
用。

在开课设计时，我以扁担挑箩筐的形式出示课文内容，形式
的简单转换传递的是新奇，换来的是学生高涨的参与热情。
整堂课没有了学习历史人物的枯燥乏味，而是学生们都充满
了好奇心，一步一步地进入课文的中心内容。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朱德的扁担》这一课时，正好是二站的樊老师来听课
的时候，虽然事先经过了准备，但还是有喜有忧。

喜一、这一课，我也从题目入手：这是一根怎样的扁担？朱



德拿这根扁担干什么？朱德为什么在扁担上刻了“朱德的扁
担，不许乱拿”八个字？”

层层递进，把难点一步步的剥离，突破。。

喜二、在解决教学难点的过程中，始终从重点内容入手，一
开始从课文中的遣词中明白了挑粮的艰难，需要的是年轻力
壮的战士才能胜任。朱德年纪大了，工作繁忙可是依然坚持
要去，从而体味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高尚
品质，培养敬爱革命领袖的`思想感情。

忧一、基础。在指导会写的字“扁担”时，仅仅是借助课件
读写说，而没有示范写。主要是我写字太慢，怕耽误太多的
时间。

忧二、组织。课堂纪律不是很好，尤其是在讲读第二自然段
时，由于时间过长（本节课上了50分钟）需要老师不时地用
眼色来维持课堂纪律，这就要求平时严格要求学生学会倾听。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三

在西师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的课文《朱德和母亲》的课后，有
一次小练笔：你帮亲人做过力所能及的事吗？选一件写一写。

在学习课文《朱德和母亲》一文中，写到了朱德在母亲的言
传身教中，朱德从小养成了勤劳孝顺，善良朴实的优良品质。
朱德的母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平凡的伟大的女性，朱德的吃
苦耐劳，默默地帮母亲做事，同样也感染着我们，同学们表
示，也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于是，我引导学生，你会做哪
些事，洗碗、洗衣服、看孩子等等。我告诉学生，可以把帮
助大人做的这些事，按事情的起因，怎样做的，在做这件事
中你是否遇到了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做这件事的感受、
心情等这一顺序写出来。最后还要认真修改。学生们对家务
事都很熟悉，老师再讲解如何写清事情的过程。通过老师的



讲解，学生的写作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由于是学生们亲身
经历的事，写起来毫不费力。写完后，一些成绩差的同学的.
作文被我选了出来，我还将他们的作文念给其他同学听，边
念边评哪儿具体，哪儿生动，形象。一个学生写到我帮奶奶
挖红薯，过程很清楚，最后还总结到，挖红薯，看起来多简
单啊，可是真的做起来，还真难啊。虽然，我没有挖多少红
薯，也挖坏了不少，但我还是得到了奶奶的表扬。我感到浑
身酸痛，可心里却乐滋滋的。

作文，在我们的眼中，是非常难的。其实，作文就是把自己
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如实的记录下来。它不神秘，也不
可怕。我们老师，就是应该激发学生的写作的欲望，改变对
学生评价方式，让学生愿意写、乐意写，让作文成为学生心
中感到容易的学习内容。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四

或高昂或深沉的情绪中对人生有所顿悟。

《朱德的扁担》一课，我就充分注意去挖掘文本价值，激活
学生的独特体验。如：第二自然段中第三句话，“从井冈山
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这句话
可以看出路程之遥远，其挑粮之艰难。可是，我们这些孩子
根本无法体会到这一点，就算我讲解了很艰难，学生在学习
下一自然段时，就无法感受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感情
了！因此在教学时，我先问学生：“你知道五六十里到底有
多远吗？”学生根本没这个概念！因此，我举出身边的列子，
有吉首到乾州来回那么远，学生马上说：“哇！那么远啊！
我们坐车还要好长时间呢！”我又问：“那你们走过这么远
的路了吗？ ”生：没有，这么远，我们走得话，到那儿的话
可能要天黑了。 我接着说：“那战士们要挑着粮食来走这么
远的路，而且山高路陡，那是什么感受呢？”学生马上回答：
“累呗！”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突然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没
吃过苦，干脆让这些小皇帝们来试试！于是，我提议来个亲



身体验，我要请一个学生来表演。学生们十分踊跃的就举了
手，我挑了个身材挺健壮的吴长松，给他身上背上两个书包，
谁知他对大家说一点也不重，那这样，我又给他加了个书包。
于是他开始围着教室奔走，我要求走20圈。大家很开心的看
着，他也很高兴的快走，前几圈都挺顺利的，刚到9圈，他速
度就明显的放慢了，我说：“运粮可不能耽搁，山上的战士
们还等着呢？”于是吴长松又开始加快速度，到13圈，突然
摔倒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叫他起来，他继续背着书包走，
终于走完了20圈。这时，我问大家：“你们看我们的同学背
着书包在教室里走了20圈，现在你们来观察一下”大家发言
可积极了，有的说：“他的呼吸都不稳了”“他头上出汗
了”我叫一名同学摸摸吴长松的背，那个同学说：“背上都
湿了，还很热”，我请表演的吴长松说感受，他说：“我觉
得真累，手都酸了，脚都疼了！”

这时，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觉得吴长松背得很轻
松吗？战士们肩上的粮食更多，走的路更远，遇到的困难更
多，你能想到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吗？”马上，有学生就说：
“他们走的山路会很高，路会很窄，要是下雨的话，就更滑，
更危险了。”吴长松很积极的举手，他说：“他们走那么远，
草鞋会磨破，脚会打起泡的！”还有学生说：“路上有许多
送动的石头，会绊脚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交的” 我连忙
说：“你们说得真是太好了，老师都仿佛看到了他们在这样
的路上艰难的走着。”

学生通过亲身体验，通过教师对文本的挖掘，激活了他们对
文本的独特感受，也让这代的小皇帝们体验到战士们那辛苦
的路程。这段虽不是重点段，但从这里所让学生理解的感受
是很难得的。所以，一篇课文，老师要善于挖掘文本价值，
激活学生独特的体验，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碰撞
出智慧的火花，提高教学的效果。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上完这篇课文，我有以下感受：

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让学生在阅读中寻找自
己，让学生在每一节语文课上都能学到一点就够了。教学是，
我先从整体入手，通过初读感知文意，通过在读感知人物特
点；然后从细节入手，通过课文的重点词句品析，逐步走进
人物内心，感受人格魅力。

在开课设计时，我以扁担挑箩筐的形式出示课文内容，形式
的简单转换传递的是新奇，换来的是学生高涨的参与热情。
整堂课没有了学习历史人物的枯燥乏味，而是学生们都充满
了好奇心，一步一步地进入课文的中心内容。

《朱德的扁担》教学反思

《朱德的扁担》是继《要好好学字》又一篇介绍国家领导人
的课文，它 围绕“扁担”这一种常见的劳动工具写出朱德的
故事。

这篇课文描述了朱德同志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的生动故事，
赞颂了朱德同志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
表现了广大战士对朱德同志的敬爱之情。全篇课文围绕“挑
粮”这一中心展开，突出了“扁担”的故事，给人深刻启发。

课文一开始，我首先交代时间的背景和当时的形式。第一自
然段虽然只是简单几句，却是不可缺少的，为下面描写监守
革命根据地、挑粮做作了准备。在第二自然段里，主要写了
红军战士为了坚守革命根据地，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而从
井冈山到茅坪的路程又长又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
争着去。”这句话表现了战士们争相挑粮的高涨热情。我在
教学这句话时，重点讲解“可是”意思是虽然挑粮有种种困
难，但是战士们仍然争着去，谁都不后退。“每次……



都……”说明战士们哪一词都毫无例外地抢着去，尤其一
个“争”字，表现了战士部位困难、不怕吃苦、勇挑重担的
精神。“朱德同志也和战士们一道去挑粮。”这一句话表达
了朱德同志以身作则、一战士们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我在
教学时，引导学生理解句中的“也”、“一道”说明朱德同
志并不置身事外表现了他和战士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多么
值得敬佩！“不料，朱德同志连夜又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
‘朱德记’三个字。”这一句表现了朱德同志挑粮的决心。
这里，我着重让学生理解几个重点字词： “藏”说明了战士
们对朱德同志的关心，“连夜赶做”则表明了朱德同志既不
误明天的挑粮 ，又有决不退出挑粮队伍的意思。而“朱德
记”则含蓄地暗示了朱德同志知道战士们对他的关心，这三
个字是对战士们好心的回应，也是自己坚持挑粮的决心的表
露，使战士们越发敬爱他，也不再“藏”他的扁担了。经过
对这些重点的学习，人物的高尚品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
课文的含义也更加理解了。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六

《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向我们介绍了朱德与战士们一起挑
粮的革命故事,让学生感悟朱德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
高尚品质。

课文所记叙的故事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体会革命领袖
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则成为课文的重难
点。教学中，我把课文的重点落在了第三自然段。通过图文
结合让学生真正理解，作为革命领袖，要以身作则、与战士
们同甘共苦的风范。在指导学生看图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请你看图，用自己的话说说图中的内容。

大部分孩子都能回答，或文中语句、或自己组织语言。我继
而又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作为革命领袖，为何要亲自和
战士们一道呢?孩子们带着这个问题读书思考，最后讲了许多。
于是我送给他们“同甘共苦”一词，班上所有小朋友都投来



读懂的目光。再细读，品悟，从而加深了对“同甘共苦”一
词的理解。

为了再现人物鲜活丰满的形象,又从人物的行动入手,抓
住“藏”和“做”,使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参与
课堂活动,通过有效的引导,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了丰富性、多
变性和复杂性。

很多情况下，由于孩子们的词汇量有限，一些无法用言语来
表达的情感，可以通过朗读来感悟，此时，人物的形象便深
深地烙在了学生的心灵深处。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七

通过上完这篇课文，我有以下感受：

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让学生在阅读中寻找自
己，让学生在每一节语文课上都能学到一点就够了。教学是，
我先从整体入手，通过初读感知文意，通过在读感知人物特
点；然后从细节入手，通过课文的重点词句品析，逐步走进
人物内心，感受人格魅力。

新课标非常重视学生的语文实践，提倡在生活中学语文、活
用语文。上课是，我努力寻找文本与生活的结合点，让学生
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读、写的训练，达到内化语言、学以致
用。

在开课设计时，我以扁担挑箩筐的形式出示课文内容，形式
的简单转换传递的是新奇，换来的是学生高涨的参与热情。
整堂课没有了学习历史人物的枯燥乏味，而是学生们都充满
了好奇心，一步一步地进入课文的中心内容。



朱德与母亲教学反思篇八

《朱德的扁担》是二年级的第六单元的第二课，这篇文章主
要写了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因为战士们心疼朱德，把他
的扁担藏了起来，后来朱德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朱
德记”三个字，大家就不好意思再藏朱德的扁担。

第一课时教学，我从字到词再到句子，重点指导学生读准字
音、读通句子、理顺课文内容。上完课之后感觉整节课有太
多的遗憾！

一、课堂组织存在问题，因为过分强调孩子的课堂习惯，导
致课堂教学内容没有完成。时间安排不合理，生字教学拖得
时间很长，导致第一课时指导朗读时间不够，指导不到位。

二、因为是二年级的学生，针对低年级学生课堂上缺乏趣味
性，教学时没有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应该尝试一下激励性的
语言和小物品（小贴画），首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这样开
展教学才能效果加倍！

三、针对课件问题，因为是二年级的学生课件应该注音，还
有字体应该是正楷，做课件的时候原本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但是没有打包处理，后来字体和拼音的位置都发生变化，有
点遗憾。

四、整个教学环节过于陈旧，没有创新，以后应该多看一点
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多参加各式各样的教研活动，与时俱
进。

教研教学的路程应该是学习再学习的过程，以后会继续努力
再努力，争取有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