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矿工心得体会工作总结 煤矿工作心
得体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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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冯骥才先生写的《维也纳三个画面》中的一个画面，我
自己很喜欢这篇。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一课时完成。第
一次研读教材时，我发现这篇课文不难理解，通过多读课文，
就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那么这节课应该让孩子们
学会什么呢？说来惭愧，我想了很久，没有找到突破口，不
知如何下手，后来在我们校长的指导下，我发现，其实这篇
课文每段都有可供语言训练的点。基于它是一课时要完成，
不可能每段都教。我选择了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个自
然段作为训练点，而前三个画面中对应地体现作者的内心感
受，于是就抓住这条主线设计了今天这样一节课。

今天的教学，训练点基本上都完成了，基本目标都达到了，
比如第一自然段中的缩句练习，及体会“非……不可”这组
关联词，第二自然段的当堂背诵优美句子，第七自然段中学
会用各种好词形容盛开的小花，第八自然段中的模仿最后一
句话的作者写法，这些基本目标的顺利完成了，也充分调动
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整堂课的学习气氛较好。

但在这节课中，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毛病，就是忽视了讲解
法运用。以前讲解法是传统教育的常用方法。这种方法有着
不少的弊端，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需要了。所以老师在课
堂上都忽视这种方法，就怕被人评论成“填鸭式”教学方法，



而多采用的指导学习法，自读自悟法，引导读书法等等。但
我认为，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思维能力还不是很强，理解力
还有一定的局限，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干瞪眼了。其
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老师就可以运用讲解法，直截了当
地告诉学生一些有关知识，例如，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指
导学生完成把“辽阔”一词换成四个字词语的练习时，学生
一下没有想到，不会回答，当时我也有些慌乱，就选择让孩
子回家去想这种做法。而过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个练习是
有一定的难度的，为什么我不在课堂上就当场教给孩子一些跟
“辽阔”意思相近的词语呢？比如“无边无际”“一望无
际”等，再让他们把词放到句子中去读，去体会，这样孩子
们不也能学到新的知识？显然，这比让他们回去想更有效，
更能提高学习效率。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能很多地去
运用了。

我想一节好的课，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只有空架子，而应该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去引导学生学到
真正有用的知识，学会理解语言，感悟语言，运用语言，使
之成为言语的!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执教《花的勇气》一文的第二课时，从备课的教案来看，
是一节思路非常普通的家常课，无非是引导学生品读文章中
语言优美或者含义深刻的句子，在读中感悟，在感悟中读。
但是，教学中却感到与学生一起走进了花的世界中，教得尽
兴，学得快乐。反思这节课的教学，觉得取得这样的教学效
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己教学语言的感染力。在这堂课上，
我语调欢快，时不时地变化着语气跟学生交流，有时还略带
夸张地激励学生读出画面。对于学生的点评也比平时更为丰
富，有时赞赏他们能想象着画面读，有时表扬他们把春天带
进了教室，有时还夸他们是小老师，让同学们学着读。一节
课下来，书声琅琅，我和学生却不觉得疲倦。看来，今后，
我在上课时，要少些老师的架子，多些儿童的`率性，向儿童



节目的主持人学学怎么带动气氛，让课堂成为孩子们乐学的
大舞台。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三

学生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情绪高涨。接着给予孩子充分的
自主探究时间，让他们画出文中描写作者心情的句子和令自
己感动的句子，并在下面写出自己的感受。在给予孩子充分
的思考时间后，小组内交流汇报，使孩子的个性与思维得到
再一次体现。之后，共同交流时，我鼓励孩子大胆表达自己
独特的情感体验，给予他们真心的赞美。孩子们智慧火花不
断闪现，竟然争先恐后，出口成章。整个课堂诗意飞扬，心
情欢畅，充满浓浓春意。我与孩子们与小花一起体验生命的
含义。最后点题，无需多费口舌，孩子已领会作者的`感悟：
小小花儿居然有如此气魄，在冷风冷雨中傲然挺立，这是花
的勇气，是生命的勇气。

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呢？孩子立刻就体会到：
勇敢地面对风风雨雨，无论你是多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只要有勇气就会有希望。这就是那群处在人生花季的花
朵，他们再次体会到生命的勇气。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四

听了《花的勇气》，受益匪浅。这篇课文是四年级下册的一
篇略读课文。说实在的，这篇文章不好上，我想根据自己的
所听、所见谈几点自己的所感。

在导入环节，老师运用由花想古诗的方法，总共出示了六种
常见的花，学生借此复习了和每种花有关的古诗句，温故知
新，复习了古诗，也活跃了课堂气氛。

本文是略读课文，连老师首先引领学生复习了略读课文的学
习方法，并且牢牢抓住了本篇课文的学习重点——经历的事



件和由此对应的人物心情的变化，这符合略读课文的学习特
点。小组内的合作讨论也符合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出示的填空题，由事件和心情交错组成，符合学生的认知习
惯，理清了课文的整体脉络：“（无花）失望——（藏花）
吃惊——（不见花开）遗憾——（花开原野）惊奇——（气
魄）震撼”这是一组颇具特点的课文脉络图，连老师巧妙地
运用这张图，借此要学生说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中段学
生对文章梗概的把握需要方法的指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指导。由此图老师还让学生说说还能发现什么，这是对文章
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作者的心情皆因花起。

在重点环节老师先让学生感悟“花满原野”时让作者心头一
震的画面，说说从哪些词语看出了作者这种心情？通过让学
生对词语的细细品味来达到对文本的深层认知：“改天换
地”写出了变化大，“全冒出”来体现了变化快……教师由
这一段的教学引入到第二自然段也就是“藏花”时的教学，
同样让学生挖掘体现作者惊奇的词语，“这么多”，“这么
密”，“这么辽阔”。从果到因的反序教学，更能体现对比
的巧妙，也更能体现出文中的中心——花的勇气，由此花儿
由藏身到开满原野的过程更加令人回味，令人印象深刻。借
此出示填空题：青草下藏的，不仅仅是花，还是（）。此项
语言训练，训练了学生挖掘文本深层内涵且合理表达的能力。
最后再次回到第七自然段，配乐朗读，学生一定沉浸在从惊
奇到震撼的画面中，作者心情的变化过程由此也内化到学生
的内心。

在语文这门学科的学习中，读和写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实现
知识的迁移，老师又引导学生学习《花的勇气》的写法，让
学生写出种子的'勇气是（）；梅花的勇气是（）；青松的勇
气是（）。训练了学生组织概括语言的能力。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五

《花的勇气》一课，是人教版第八册的一篇略读课文，选自



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这
篇课文细致而又生动地描写了作者在维也纳寻花的经过，以
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感受：从只见绿地不见花时的失望、见到
花儿藏身于草下时的吃惊，到离开前仍不见花儿冒出来时的
遗憾，再到看见花的原野时的惊奇，最后被花儿的气魄所震
撼，进而闪现出思想的火花：生命的意味就是勇气！对课文
中不少含义深刻的句子的理解，这是教学的重点；通过对课
文的研读，体会作者由物及情的变化，并升华自己的感情，
这是教学的难点。

《花的勇气》一课，我感觉上的很开心。在这一课中，孩子
们给我太多的惊喜与感动！是什么让孩子们如此沉浸在文本
中，又是什么给予孩子们灵动的思维呢？是教师对学生的尊
重！是教师发自内心对学生的赞美和欣赏！是愉快轻松和谐
的课堂！

学生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情绪高涨。接着给予孩子充分的
自主探究时间，让他们画出文中描写作者心情的句子和令自
己感动的句子，并在下面写出自己的感受。在给予孩子充分
的'思考时间后，小组内交流汇报，使孩子的个性与思维得到
再一次体现。之后，共同交流时，我鼓励孩子大胆表达自己
独特的情感体验，给予他们真心的赞美。孩子们智慧火花不
断闪现，竟然争先恐后，出口成章。整个课堂诗意飞扬，心
情欢畅，充满浓浓春意。我与孩子们与小花一起体验生命的
含义。最后点题，无需多费口舌，孩子已领会作者的感悟：
小小花儿居然有如此气魄，在冷风冷雨中傲然挺立，这是花
的勇气，是生命的勇气。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六

今天与学生们一起学习了第20课《花的勇气》。这是一篇略
读课文，所以，仍是放手学生们合作完成。

我从对花的认识导入新课的学习。学生们对花，能说出许多，



花的颜色啦，花的味道啦，花的样子啦，等等，但很少有人
从花的品格谈花。在我问到你们都喜欢什么花时，学生们的
回答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凡他们知道的花，基本都有人喜欢，
当然，喜欢的理由也是各种各样的。最后，李婧妍回答：我
喜欢腊梅，因为它不怕寒冷，在冬天开放。由此，我把学生
们的思路引向梅花，并给他们背诵了陈毅的《咏梅》。

再问：看到题目后，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时，学生们提出的问
题不少，看得出，他们中的大部分预习还是比较到位的。

小组合作学习，我没有出讨论题，只是要求学生在二十分钟
内完成合作。今天学生们的合作与以前比较有所进步，不参
加讨论的少了，基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作。完成合作后，
就了解了一下各小组的合作情况，14个小组，12个小组自评
为a，琦琦和杰杰两个小组自评是b，问其原因，琦琦小组是没
有提出什么问题来，杰杰小组是两个学生身体不舒服没有参
加讨论，所以讨论情况不好。

交流之前，我问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样的问题
比较有价值？

对于今天的学习情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希望下节课，他
们会让我有更满意的表现。

花的勇气教学反思篇七

本课教学中，紧抓“品味词语的感情色彩”这一目标，有效
链接生活情境、知识积累等，开展读悟、仿写、思辨等活动，
发现文本的语言规律，体会表达的效果，尝试进行语言实践。
以下几个环节的教学效果显著。

一是链接其他作品，思辨悟法。在对“没有花的绿地”进行
赏析时，初解“泛滥”一词后，链接《草原》中的“一碧千
里”进行比较，体会到词语是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这也是



本课最主要的语言学习点。

二是链接三幅画面，迁移明法。略读课文要求抓典型的学。
在明确语言特色基础上，重视学法引导，让学生把三段主要
段落链接起来，品味有同样感情色彩的词语。“傲然挺立”、
“改天换地”、“拔地而起”等词的品味链接日常写法进行
思辨，从中感悟对那幅场景的赞叹，对小花的敬佩。

三是链接生活观察，仿写得法。在感悟到花的勇气是在“冷
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后，引导学生联想其他植物的勇气。这
样的链接迁移，是在充分感悟文本基础上的思维拓展，目的
是让学生能够跳出文本，学习用概括的方法去精炼地感情表
达，在这个过程中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意味是勇气。

课末，链接阅读原文片段，强化作品体验，并以“去细细品
味带着温度的词语”为任务，有效驱动学生有目的地开展课
外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