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父母课堂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父母课堂教学反思篇一

《父母心》是教科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屋五
的文章。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故事，故事叙述的是为生活所
迫的一对穷夫妻把孩子送给贵夫人领养后三次反悔，最终一
个孩子也没舍得送走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可怜天下父母
心”这句名言，深情地赞颂了无比珍贵的亲情与关爱他人的
品格。

对本课的目标设计是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
生认识到父母爱孩子是极其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受到人们
的理解和尊重；通过练笔让学生达到语文知识、言语技能、
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积累。

教学流程是首先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填空的形式，教
给学生概括内容的方法；抓住几次送孩子，几次反悔，由送
到悔这一文章的脉络，让学生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后设
计小练笔，目的就是让孩子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运用
知识，达到由读到用的目的。

通过这次活动，又一次的历练了我，让我对语文教学又有了
重新认识，使我在教学路上走得更高、更远。

父母课堂教学反思篇二

三年级是个过渡期，学生第一次接触作文，也是第一次接触
习作评改这种自主性强的上课形式。新课标明确强调，学生要



“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在这节习作评改课中，我根
据习作内容和学生能力特点，以范文引路指导学生感悟语言
文字，让学生学会表达，享受作文的快乐。所以在教学中，
我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寻找金子。从班级里挑选出几篇优秀的习作来进行品读，
让学生享受到好作文就在身边，增强他们习作的自信心。再
找出习作中的好词好句好段，让学生读，让学生掌握写作技
巧。在欣赏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写作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
写作兴趣。

二、发现方子：首先根据学生习作中出现的共性毛病编写一
段病文，引导学生观察、修改，从而认识到自己习作中的毛
病。再相互修改习作，让学生在评改中领悟习作的门道，再
修改自己习作中的问题使学生掌握修改方法，提高自改能力。

三、咀嚼果子：通过分享让学生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激发
学生习作兴趣，同时也再次加深了对修改方法的认识。

当然，这节课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教师讲解
得太多，应该大胆放手让孩子自己来，这样学生才更有信心
和勇气来修改别人的作文。作文不是难题，要培养学生的信
心和兴趣是我的职责所在。

父母课堂教学反思篇三

我在教学《父母的爱》时，采用了“体验型”作文教学，从
辅导学生观察、体验、感悟入手，努力拓宽学生视野，使学
生尽可能广泛地获得直接和间接经验，力求作文最大限度地
贴近学生生活，形成大作文的教学理念。体验型作文教学是
一种生成的学习，需要学生整个身心投入，需要创设氛围，
把学生放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通过看、听、说、画、写、
想象等，激起学生写作的冲动，习作成为自身的一种需要。



一、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基础

创设符合作文训练要求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直接参与生活
体验，一般设计在上课时进行，也可以布置学生课外进行。
在课堂开始时，我们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音乐设置
了这样一个情境，让学生在音乐中把爸爸妈妈关心爱护自己
的事情一一再现出来。丰富的情境使学生强烈地感受到父母
的爱，爱的力量使学生心中涌起了一桩又一桩的往事。有的
就写出了“妈妈下岗了”，“爸爸在医院的日子”等感人肺
腑的故事。

二、体验评说体验型作文教学的关键

所谓体验评说是指在学生动手作文前，让学生说说对自己所
经历的事或看到的新鲜事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提高学生作
文水平的有效环节，也是作文教学指导的关键所在。我们认
为教师的课堂语言不宜过多，教师的语言并不是学生作文
的“圣旨”，而是教师引导学生拓展思维空间，捕捉思维火花
（灵感）的手段之一。教师要尽量给所有学生练“说”的机
会和时间，形式要多样而新颖，在评说中我们注意指导学生
要说得有理、有重点等，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参与“说”的质
与量，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评说主要是使学生有话要说，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思
考问题，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有谈话式、讨论
式、演讲式、表演式等几种方式。

三、自由抒写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核心

学生有了对生活的强烈体验后，自然而然地要表达出来。语
文新课标对作文教学要求是淡化文体训练，鼓励学生自由表
达，激发练笔兴趣，鼓励个性化的作文；注重培养学生初步
的、实用的书面表达能力。“在写作的时候，愈不把阅读的
文章放在心上愈好”（叶圣陶语）我们让学生自由表达，不



受课本要求限制，不为教师的指定所左右，题目可以自拟，
体裁可以自定，内容可以自选，做到形式多样化，取材生活
化，语言儿童化，让作文成为学生传情达意的工具，让作文
成为学生生活的需要。反对用任何的框框及所谓的写作方法
去束缚学生的思想。

四、交流赏析是体验型作文教学的保障

作文后的交流欣赏，是激发学生兴趣、提高作文成效的重要
保障。课堂交流要注意两点：

（1）以鼓励为主。

在学生作文交流时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公开
讲评。为了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作文是佳作，懂得佳
作“佳”在何处，教师要拿出1--2篇充分符合本次作文要求
的习作，作为佳作进行赏析。原则上不公开批评差生作文，
以免伤害其自尊心。

然后请佳作作者谈谈写作思路，或与发表意见的同学进行答
辩。对于精彩片断可让学生自读、议读，再感情朗读去体会
感悟；对于“病”文，要引导学生按评改要求，逐个“病
例”进行剖析、诊断、找出“病症”，并对症下药，进行口
头修改。最后让学生结合作文的要求，并根据本节课的欣赏
和剖析，运用修改符号，修改自己的作文，使其成为更满意
的佳作。

（2）以自评为主。

作文交流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先让作者自评，说说为什么
这样写。再引导其他学生互评，让他们说出所评作文好的.地
方和应该修改或补充的地方，也可让佳作作者与发表意见的
同学进行答辩。对于精彩片断可让学生自读、议读，再感情
朗读去体会感悟；对于“病”文，要引导学生按评改要求，



逐个“病例”进行剖析、诊断、找出“病症”，并对症下药，
进行口头修改。最后让学生结合作文的要求，并根据本节课
的欣赏和剖析，运用修改符号，修改自己的作文，使其成为
更满意的佳作。

体验型作文教学解决了作文内容学生无话可写的矛盾。通过
创设许多教学情景，给学生提供了直观的感性材料，有具体
内容可写。在情景体验中，由尖子生开路，中下学生也得到
较为深刻的感情体验，能写出情真意切的作文。当堂成文、
当堂讲评、当堂修改，能及时反馈、及时纠正，让学生积极
参与交流，取长补短，学会修改作文的本领，提高作文水平。
体验型作文教学让学生置身于兴趣盎然的演、说之中，一改
过去分析型作文教学的单调枯燥之感。

学生跃跃欲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观察、思维、表达、分析
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更使学生重
新确定了自我认识，树立了自信心，体会到作文的乐趣，做
到了“我手写我心”，写作成为自身的一种需要。

父母课堂教学反思篇四

林娟

三年级是个过渡期，学生第一次接触作文，也是第一次接触
习作评改这种自主性强的上课形式，习作评改课《父母的爱》
教学反思。新课标明确强调，学生要“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
习惯”。在这节习作评改课中，我根据习作内容和学生能力
特点，以范文引路指导学生感悟语言文字，让学生学会表达，
享受作文的快乐，教学反思《习作评改课《父母的爱》教学
反思》。所以在教学中，我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寻找金子。从班级里挑选出几篇优秀的.习作来进行品读，
让学生享受到好作文就在身边，增强他们习作的自信心。再
找出习作中的好词好句好段，让学生读，让学生掌握写作技



巧。在欣赏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写作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
写作兴趣。

二、发现方子：首先根据学生习作中出现的共性毛病编写一
段病文，引导学生观察、修改，从而认识到自己习作中的毛
病。再相互修改习作，让学生在评改中领悟习作的门道，再
修改自己习作中的问题使学生掌握修改方法，提高自改能力。

三、咀嚼果子：通过分享让学生知道写什么，怎习作评改课
《父母的爱》教学反思么写，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同时也再
次加深了对修改方法的认识。

当然，这节课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教师讲解
得太多，应该大胆放手让孩子自己来，这样学生才更有信心
和勇气来修改别人的作文。作文不是难题，要培养学生的信
心和兴趣是我的职责所在。

父母课堂教学反思篇五

《父母心》是教科版语文教材小学四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屋五
的文章。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故事，故事叙述的是为生活所
迫的一对穷夫妻把孩子送给贵夫人领养后三次反悔，最终一
个孩子也没舍得送走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可怜天下父母
心”这句名言，深情地赞颂了无比珍贵的亲情与关爱他人的
品格。

对本课的目标设计是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
生认识到父母爱孩子是极其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受到人们
的理解和尊重；通过练笔让学生达到语文知识、言语技能、
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积累。

教学流程是首先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填空的形式，教
给学生概括内容的方法；抓住几次送孩子，几次反悔，由送
到悔这一文章的脉络，让学生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后设



计小练笔，目的就是让孩子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运用
知识，达到由读到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