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篇一

课文通过描写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
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这是一
所美丽的学校：美得很有特点，各民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
民族服装，把学校装点得绚丽多彩；古老的铜钟，还有凤尾
竹，更增添了学校的乡村气息和民族特色。这是一所团结的
学校：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穿戴不同，语言不同，但都
成了好朋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
生活，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这是一座充满了欢乐、祥和气
氛的学校：孩子们课上认真读书，课下尽情玩耍，连小动物
也来聆听读书和来看热闹，可见对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
羡慕。

在课堂上，学生对于民族小学的特殊之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对小动物们的到来感到很新奇，在课堂上大家都积极
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一所民族小学是十分令人怀念的，
在那里读书也是十分幸福的。

在读书中学生可以很好地把握情感基调，课文读得有感情，
学生好像身临其境一样。这是一所美丽的学校，这更是一所
团结的学校；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民族，
但都是好朋友，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紧密地团结在
五星红旗下。学校的美丽和团结既是作者所要赞美的内容，
也是引起自豪的原因之一。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篇二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开篇之作，是一
篇抒情散文。课文描写了我国西南边疆一所美丽而充满欢乐
的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体现
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经过了一个暑假再次进入课堂，面对着教室里那六十多双明
亮的眼睛，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三年级的学生与我以前教的五
年级的学生的明显不同：这些刚踏入中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
思维活跃，头脑中充满着问题，但同时，他们上课的注意力
却不能持久。为此，我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教学设计：

上课伊始，在引入课题之后，我就出示了各民族人民的有关
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片上少数民族人民的特点，孩子们
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服饰，印象更为深刻。与
此同时，我让孩子们念念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在认识这些
民族的同时，也为随后开展的深入理解文本铺垫了基础。

在学习文本时，课文中并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我抓
住这一点，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
时的情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
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还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还是比较清晰的，重点也挺突出。
一些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很能抓住他们的注
意力。但我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有时还显得有些繁琐。
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激励语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多加锤炼，精心准
备。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
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地学有所得！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篇三

学完本课，从语文的角度，在阅读与写作的衔接上还是比较
成功的。本文是一篇抒情散文，一个“情”字贯穿全文。在
课前本人并没有急于流露新课学习的动机。只是和孩子们谈
谈整整一个暑假，自己是否留念过学校，留念学校的什么，
给足学生时间交流。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本人在学生相互
交流的过程中也搭上几句，以过渡到新授课的衔接。（九月，
天高云淡；九月，彩色斑澜；九月，新意盎然……）

学生来劲儿了，有好几个孩子接着我的话题情不自禁地朗诵
起来了，“九月，秋实累累；九月，枫叶火红；九月……我
高兴极了！为了牢牢抓住孩子们这来之不易的激情，本人又
加上了动作。“我满怀喜悦地来到学校，看到那一群群小天
使，沉寂了两月之久的校园又恢复了活力……”有孩子站起
来了，自己说起来了，手也动起来了。“有的……有的……
还有的……”我又插嘴了，“是啊！这么美丽的学校，写满
了孩子们的快乐，载满了孩子们的幸福，我们生活在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里……”板书题。本文是通过记叙不同民族的小
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快乐学习的情景，重点是通过读体会学
校生活的美好与幸福，以及感受到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
友爱。

本课在写作特色上，层次清楚，先写上学的路上和来学校时
的情景，再写课上与课下，最后以自豪赞美的感情点题。因
此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通过“问、读、查、想、写”
等方法弄清课文内容。（这里的“问”是自问。如，为什么叫
“民族小学”呢？通过“自问”查资料了解作者以及文章的
背景，理解词意。“想”作者为什么要在文中写这么多小动
物们呢？将自己读书后的感受用自己的话写一写。在这过程
中，本人始终穿插在学生中间，时而点拨。根据学生学习情
况出示课内阅读，提示学生用自己已有的阅读方法“圈、点、
画、批、读、写”等。（圈出文中生字新词，点出文中读重
音的字，画出文中优美的句子，并读一读，还可以句子仿写。



出示阅读要求：文中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从中体会到了什
么并作旁批。文中哪些部分是重点，并认真读一读，第四自
然段中描绘了几幅画？在这过程中，本人坚持“放”
与“扶”的原则。

在学习第一部分时，出示句子：

）2、大家一起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
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
学们读课文。（引导学生在读的基础上理解通过这种景物描
写突出“安静”二字。并重点引导学生进行仿说并仿写。如：
小军的笛子吹得真好听，那声音极
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表现很不错，都能用景物突出“笛声优美而迷人”的感
觉，也有学生用文中原句填的。3、出示最后一段。（本段三
句话，第一句点题。2、3句描写窗外的安静。）在这过程中，
让学生通过对全文不同形式的朗读去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民
族小学，一所边疆的民族小学。”点明题目，因此，在读时
要重读。2、3句通过古老的铜钟，美丽的凤尾竹，更加增添
学校的乡村气息和民族特点，更突出这是一所令人难忘的学
校。课后，重点安排了习作练笔“开学啦”让学生实地练习，
掌握理清文章的层次。重点部分放在“上学的路上和来到学
校所见到的情景，再写进教室后的情景以及自己的感受。
（此过程是本人在本文教学中所预设的重点，不但要练习，
而且要落实。）课外拓展，鼓励学生用表格式，写写自己一
周的课余生活。（本人在知识点上作了例式“略”）

但本课的生字掌握情况很差，主要是写，本课的生字不但多
而且难写。“舞、戴”等字，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没写对，
不是掉竖就丢横的。课后本人利用编字谜加动作的形式进行
了特殊字的形象区分，具体“略”。

总之，学生在40分钟内要始终如一地兴奋学习，得要我们老
师也要有兴奋的教态，更要有适合学生口味的方法吸引学生，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内外结合，让学生在平和，轻松
的氛围中学习。因此，语文课的成功要把激发学生的“兴
趣”摆在教学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也要求老师灵活掌握教材
及各个知识环节。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篇四

三年级第一堂课，是《我们的民族小学》，这篇课文描写了
一所边疆的民族小学 ，不同民族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健康快
乐活泼地生活、成长，感受到了不少的乐趣。

我从课题入手告诉学生们“我们的民族小学”中，“我们
的”就表明那里的孩子把这样的学校当成了自己的摇篮，喜
欢这样的学校。你们喜欢我们xx学校吗？我们xx学校和这所
边疆的民族小学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现
在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看。学生们地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在讲述大青树下的钟声时候，我爆料了我自己敲钟的特殊经
历，孩子们仿佛走进了我的童年。在讲述”这声音真好听“，
我让他们说说，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听的。孩子们也能说
出：”整齐，流畅，正确，有感情，声音响亮。“于是让他
们读读看，是否是真好听的声音。果然，他们读得非常棒。

在结尾处，在讲解”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粉墙上摇
晃……“我告诉孩子们，省略号的作用很大，言有尽而意无
穷。次处的省略号，是边疆民族小学的孩子们对学校的依依
不舍，是对小学生活的留恋和怀念之情。在写作文的时候，
适当的运用省略号，能增添感情的白表达。 或许是因为贴近
学生的日常生活，所以，学生学得很认真。

八年级民族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课文最后一段中“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小学，我们边疆
的一所民族小学。”这句话中，孩子都知道该怎么读。宋天



琪很会说，立即说这是因为我们很自豪，应该很自豪的读。
我把这个词写在黑板上了，表扬了宋天琪的感悟很准确，便
问孩子什么是自豪呢？有同学立即喊出来是骄傲的意思。可
是立即有反对的声音，很坚决的声音“不是，不是骄傲的意
思！”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进一步反问孩子是吗？我看到
张俊康正在玩着什么，故意以他为例子，说了“张俊康最近
的字写得很有进步，老师表扬了他，他立即得意洋洋，骄傲
极了！这是个骄傲。”接着又举例说当我看到中国健儿站在
领奖台上看着中国的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无
比骄傲！请同学们说说这两个骄傲意思一样吗？在这么具体
的语言环境中，孩子立即分辨出不一样，立即说第二个骄傲
就可以用自豪了。那么我们课文里的自豪是为什么自
豪？“为这所学校的美丽自豪！”“为小朋友在这里快乐的
生活自豪！”嗯，已经点到了，我就此止步。还是用读的方
法，读了孩子喜欢的句子，有一些学校环境美的句子，一些
窗外安静的句子，请孩子们多读读这些句子，读好这些句子。
在生字的学习中，我只重点和大家学习两个字“舞”
和“戴”两个难字，其余的几乎略过不说。看到孩子们的作
业交上来时，我发现大部分孩子能够写正确，个别孩子不对。
不过书写的质量不高，写得不漂亮，我又花了半节课时间练
书写。写一手好字，是语文课应该追求的，应当是每节课都
必须要的。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开篇之作，是一
篇抒情散文。课文描写了我国西南边疆一所美丽而充满欢乐
的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体现
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经过了一个暑假再次进入课堂，面对着教室里那六十多双明
亮的眼睛，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三年级的学生与我以前教的五
年级的学生的明显不同：这些刚踏入中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
思维活跃，头脑中充满着问题，但同时，他们上课的注意力
却不能持久。为此，我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教学设计：



上课伊始，在引入课题之后，我就出示了各民族人民的有关
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片上少数民族人民的特点，孩子们
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服饰，印象更为深刻。与
此同时，我让孩子们念念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在认识这些
民族的同时，也为随后开展的深入理解文本铺垫了基础。

在学习文本时，课文中并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我抓
住这一点，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
时的情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
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还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还是比较清晰的，重点也挺突出。
一些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很能抓住他们的注
意力。但我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有时还显得有些繁琐。
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激励语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多加锤炼，精心准
备。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
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地学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