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上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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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池上教学反思篇一

《丰碑》这篇文章我在校语文教研活动中上过一次，由于自
己没有事先试教，所以很多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暴露出来，造
成了不少的遗憾。本堂课的反思如下：

一、对教材，文本解读的反思

我想，对《丰碑》的解读我们很容易定位在军需处长的无私
无畏精神上，这也是大家所普遍认同的。但是作者运用侧面
描写的方法以将军神态的变化烘托出了军需处长令人可敬的
高尚精神，对军需处长的描写也仅仅是一百三十个字的外部
形象的素描，勾勒相当精练。我们学习了这一段后都能体会
到军需处长的高尚、无私、无畏。但到底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呢？作者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教材为什么要选用这篇
课文呢？我想，他要我们记住的更应该是红军精神而不仅仅
是军需处长，要的是对学生的德育渗透而不仅仅是谋篇布局
的学习。所以我将中心思想定位到了红军的革命精神。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
去理解文本，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二、教学教法的反思

1、一节课下来觉得自己激情洋溢，却并未完全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学生上课举手情况不佳。因为课堂上提问多而繁琐，



不够精简，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学生思维，学生只能跟着教
师细琐的问题思考，发散思维少。问题一多，引导痕迹多了，
教师显得不从容。如何把问题设计得简而精这是迫切需要我
研究的问题。

2、上课思路不够清晰，由于对教案的死记硬背，上课不能全
心全意关注学生。由于老是想着教案，心里紧张，影响上课
状态，上课过程不够紧凑。

3、教学过程中对第七小节的解读不够深入，一开始讲到的时
候没有带领学生很好地体会，也就没有为下面的理解晶莹的
丰碑做好铺垫工作，导致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中又返回到上面
来，显得重复。

上好一堂课真不容易。

做一个好老师真不容易。

做一个好的语文老师更不容易。

都说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我的遗憾似乎太多了点。

语言还不够规范简洁，我想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了。重复
性的语言太多，学生说一句，总担心其他学生没有听清楚，
总要把他的话再重复一遍，浪费时间。问题不够简洁，同样
的一个问题还没有等学生思考，就再问了一遍。“读完这一
段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呢?你感受最深的你用一个词语来说？
或者用一句话来说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的提问还很多，
这样的浪费还很多。而这些问题完全是可以整和的问题。肖
川说：语言就是思维。我还要缜密些，再缜密些。

应变和调控课堂的能力亟待解决。在解读“晶莹的.丰碑”时，
当学生没有说到“力量，信念，思想”的时候，我很是着急，
把答案都告诉了他们。由此可以看出，我的应变是不够灵活



的，似乎以前学习的那些教学方法一下就都不见了，脑海中
就想着学生一定要回答到我心目中的所谓答案——这个错误
自己能认识到，但在课堂中怎么就缺乏了对学生的侧面引导
呢？怎么就不会顺学而导呢？读一读再说不行吗？不能总是
认为自己的预设是美好的，学生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学习。

语文教学是一片海，我饱受风浪的颠簸，却梦想前面有个无
垠的奇妙世界；她又是一座大山，我饱尝攀登的艰辛，但坚
信有个美妙的旅程。语文的路对我一个年轻教师来说还很长
很长，我要执着坚定地向前一小步，一小步但认认真真地走
下去。

《池上》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池上教学反思篇二

诗词赏析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诗歌教学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发
挥最大的课堂实效性，是我在语文教学中一直思考的内容。
在上完《雨霖铃》后，我进行了一番思考，反思自己在本课
教学中的所得所失。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我以词作的内容把握和情感体验为重
点，以诵读、品味为手段，以学生选曲吟唱为能力提升的切
入口，力图通过意境的创设以和师生共同感悟达到预设情感
体验目标，同时把诗歌鉴赏的一般方法渗透在教学过程中。
课堂主要设计了“重朗读，抓意象，品语言，析手法，明感
情”这五个教学环节。教学环节的一些得失总结如下：

池上教学反思篇三

?登高》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中有六个
意象，分别是“风”“天”“猿啸”“渚”“沙”“归鸟”，
意象的特点是“急”“高”“哀”“清”“白”“飞回”，
《登高》教学反思。其它意象和特点以及构成的氛围都好理
解，但“渚清”“沙白”绝对是一个难点。

如何理解呢？

发挥合理的想象和联想，同时兼顾整个意境的总特点。

“渚”是水中陆地，“沙”是水中沙石。如何理解“清”
和“白”呢？

从色调出发：二者皆是冷色调。

从联想出发：暮秋时节，水中的小块陆地上能有什么景色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花飘飘，随风而舞，教学反思《登
高》教学反思》。蒿草满地，枝败叶衰，随风而动，迎面扑
来的满是萧瑟和衰败。所以“清”应该是“凄清”“凄凉”。

暮秋时节，江水寒彻，水中的沙石或出水或不出水，同样寒
凉无比，沙石白的透彻，冷的凄凉。一石一粒无不折射着丝
丝的寒凉清冷之意。触类旁通，发挥想象，深秋，月色洒在
地面上，有“天街月色凉如水”的诗句，这时月色也是白色
的，同样传达出“清冷”之意。所以“白”是“凄清”“清



冷”。

清冷，是符合整体画面意境的。

律诗和绝句是浓缩的精华，我们解读诗歌是追求和作者有更
多的交集，而细读文本，发挥合理的想象就是一把钥匙。

这样的尝试是有效的，应该坚持。

池上教学反思篇四

上课之前，我布置了预习作业，上了课，尚有3分钟，我要求
学生自己修改预习的作业，看看那些地方是做错的，要修改；
哪些地方是写的不够的，要补充。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

“教学是遗憾的艺术。”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尚有一些我还
没有兼顾到的问题，比如：

1．诗词的教学，向来要求以读带悟，要求教师一定不能只做
客观的引领者，而需要投入真情，把真实的情感注入进课堂
中，真正地和文本和课堂融为一体，以自己的范读来感染学
生，但是由于教师本身的朗读素质和课堂时间的限制，学生
的朗读不够充分，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这一点，作为我的
弊病，以后一定要加以改善。

2.在课堂上，尽管有学生的活动，但是大多以教师的引导为
主，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不够充分，今后应给予更充
分的时间，给予恰如其分的提示，使他们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3．课堂上学生的鉴赏表达较少，因此我设计了修正作业的环
节来补充。



池上教学反思篇五

这个环节的实现，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结合语言的讲解。如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动作神态细节，“今宵酒
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设问，“年去去，千里烟
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是虚写等，这个环节的教学应该说是
顺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