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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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

1、本文是略读文，文章略长却语言平白。在教学过程中，我以
“倾听”这个主题话题引入。尽可能快地切入主题，让学生
在速读中去了解文章大意。并以此问“汤米与苏珊素未谋面，
而汤米却称之为第二母亲，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将学生
带入品味人物的环节。

2、在品味人物时，主要抓住“第二母亲”来做文章。让学生
在阅读中充分地去感悟句子中透露的慈母般关爱。并以这些
句子为抓手，通过朗读，谈体会来达到认识苏珊对我无微不
至的关怀。我发现对苏珊那种关爱孩子、用心与孩子交流的
品质体会得越深，对后文体会“懂得用心灵去倾听能给人带
来快乐与幸福”越有帮助。因为解决“为何汤米对苏珊有如
此高评价”这个问题后，随即引入“苏珊是如何看待与汤米
之间的交往的？”这个问题。其实，学生很容易就可以从文
中找到相关句子来回答。可是，这并不代表学生对这个道理
理解得透彻。所以说能够深入地去品味第一个问题，并由之
转向“苏珊用心去倾听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从中获得的快乐与
幸福”。那么对于理解那个深刻的道理就容易些了。

存在不足：



由于总是在略读课上无法对文章来一个准确的授课内容的把
握，导致这些部分给学生充分朗读的机会还是不够的。因而
学生在品读的时候也是触及皮毛，自然对“懂得用心灵去倾
听也能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这个道理”这个难点攻关不佳了。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篇二

《用心灵去倾听》是西班牙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引导学生
阅读感悟时，紧紧抓住心灵和倾听两个词，体会苏珊是怎样
用心的，又是怎样有耐心地倾听？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做一个
用心的倾听者。引导学生注意苏珊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态度，
她对待鸟儿和自己的死亡都很从容，“到另一个世界唱歌去
了。”多么美好的意境，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称道的。
在这堂课中，我紧扣“倾听”一词，采用小组合作的方法及
师生、生生演一演的方法感受他们之间的.故事。并让学生找
到重点句子，进行朗读感悟，感悟到她的乐观、耐心善良、
温柔、细心；品味苏珊对“我”那母亲关爱。进而理
解“我”心中的苏珊像母亲，苏珊心中的我似儿子。苏珊是
用爱心在倾听，用心在歌唱一首爱的歌曲，回归到课题，点
题。学生能够紧跟老师思路进入文本，和文中主人公一起欢
笑、伤心。

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听听他的
解释呢？没有哪个孩子是存心想犯错误的；当学生气喘吁吁
的跑进你的办公室，想对你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
能停下手中的活儿，注视着他的眼睛，静静地听他说完呢？
当学生在路上兴冲冲地和你打着招呼想和你分享他的快乐的
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停住自己匆忙的脚步呢……让我们学会
用心灵去倾听！这样，你会听到学生心灵的诉说，你会享受
到教育的最大快乐与幸福！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篇三

《用心灵去倾听》是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略读



课文。本单元主题为“感受人间真情”，旨在通过这一组课
文的学习，感受人间真情，学习如何通过人物语言、心理描
写等来抒发美好情感。

本文讲述“我”与问讯处工作人员苏珊的交往过程，从幼时
初识苏珊，一直写到苏珊离开人世，其中重点写了四次打电
话：小时候“我”手指砸伤了，金丝雀死了，长大后再相约，
最后一次闻遗言。他们素未谋面，是通过电话一次又一次的
交流，是苏珊的“用心灵去倾听”，形成了彼此间情同母子
的美好感情。感情因语言交流而起，情感借语言描写传递，
因此文本中的语言描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在课堂上，我问学生：苏珊用心灵倾听了“我”几次？可能
是我的表述有问题，可能是学生听不懂这个问题，无一人回
答。后来我又问：“我”给问讯处打了几次电话？分别是因
为什么事情？这时候，学生们才开始仔细寻找相关语句。在
概括回答时，也能很轻易地回答出来。

关注言语内容，体会人物品质：我让学生读一读苏珊
对“我”说的话，问：苏珊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作者金丝雀死
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生很容易就能知道：她很有爱心，
是在慎重、认真地“想了想”之后，用“去另一个世界歌
唱”来抚慰孩子，用自己乐观的生活态度影响“我”，
让“我”不再伤心。

对于苏珊的品质，学生都能很容易地读出来，可见这个知识
点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容易，一读就懂。

聚焦照应手法，体会美好感情：这是我在课堂上没有提及的，
改正如下：

长大后“我”试着联系苏珊，听到苏珊熟悉的声音，我
说：“苏珊？你能告诉我‘修理’这个词怎么拼写吗？”她
沉默了一会，说：“我希望你的手指已经好了。”



生活中，我们和多年没联系的朋友通常会怎么说话？应该让
学生进行简单的口语交际模拟，然后让他们对比文中的对话，
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合常理。课文中的一问一答都极不合
理――问得怪：长大后已经工作的“我”难道还不知道“修
理”怎么拼写吗？干吗要这样问呢？答得怪：苏珊完全是答
非所问，不说“修理”的拼写方法，却言手指的伤。

这是怎么回事呢？联系上文，发现了言语背后的秘密――照
应手法。一问一答，问非真问，答非所问，却都和前文照应，
说明多年前的交往一直记在彼此的心中，尽管时隔多年，默
契依然，感情依然，读来倍感亲切、动人，而且行文前后照
应，更显结构严谨。发现了这一点，学生就能很快就找到文
中还有多处照应，比如上例中的`“去另一个世界歌唱”等。

品读概述语言，迁移学习语用：课堂上没有提及，改进如下：

出示文本：

我对她讲了这些年来我的情况，并告诉她，她为儿时的我所
做的一切有多么重要。苏珊对我说，她也要感谢我。她说她
没有孩子，我的话使她感受到了做母亲的幸福。

提问：对比前面的对话，你发现它们在表达形式上有什么不
同？

讨论交流后明确：前文是直接引用人物语言，表达时有提示
语，人物语言放在双引号中。后文是简要概括人物语言的主
要内容，属于间接概述，不用双引号。

教师继续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作者这里要采用间接概述
的人物语言描写方法呢？

接着按照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安排一个语境中的迁移运用，
学习间接概述的写法――文章最后六个自然段写当汤米再一



次回到故乡小镇，拨通“问讯处”时，接电话的不再是苏珊，
是另一个女人，文章用三个自然段直接引用了她的语言。你
能将它们转换成间接概述吗？写一写。

学生完成概述练习，然后交流、评议，重点关注称呼以及标
点符号的变化，并再次体会表达的不同效果。至此，学生完
成了从“认识――实践――迁移”的流程，学会了概述描写。

一篇略读课文，不单单是要让学生知道文章大意，了解人物
品质，还要学会方法，迁移运用。这堂课我只上了25分钟，
很多语用的东西都没有，现在重新设计教学板块，认为在以
上的三个板块的教学中，学生既能关注内容，又聚焦表达，
既感受人物品质，也能发现表达形式的秘密。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篇四

学校进行的第一轮赛课，我讲的是12课《用心灵去倾听》。
虽然我也做了精心的准备，但还是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评课
过后，我对我上的这节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觉得我的课堂
上存在有以下问题：

一、自学指导设计不合理，更不科学。

二、引导语不够严密，，教师语言罗嗦。

三、分析句子时，脱离了课文，导致学生理解困难。

四、学生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生生互动不够，课堂气氛
沉闷。

经过认真总结，制定下一步整改措施如下：

一、学习目标和自学指导的设计一定要更科学，更有针对性。



二、学习于永正的语文教学法，使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
不离段，段不离文。

三、引导语也要精心设计，教师语言要尽量简洁，干净利索。

四、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同时加强师
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总之，我会认真接受他人的意见，学习其他同仁的优点长处，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尽己所能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

六年级语文用心灵去倾听教学反思篇五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篇课文《用心灵去倾听》：这是六
年级上册的一篇略读课文，篇幅很长，也很感人，讲述了接
线员苏珊用心灵倾听我的困难，用一颗慈母般的爱心帮助我
的真情故事。在西班牙，问讯处的接听员苏珊用自己极好的
耐性、一次又一次的.心灵倾听以及她那富有诗意的语言使一
个孤寂、无助、对死亡充满恐惧的`男孩变得快乐、自信，她
影响了男孩的一生，成就了男孩的一生。

这是西班牙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在引导学生阅读感悟时，
紧紧抓住心灵和倾听两个词，体会苏珊是怎样用心的，又是
怎样有耐心地倾听？这样做给他人带来了什么好处？由此，
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做一个用心的倾听者。除此之外，还可以
引导学生注意苏珊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态度，她对待鸟儿和自
己的死亡都很从容，“到另一个世界唱歌去了。”多么美好
的意境，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称道的。在这堂课中，
我主要紧扣一点：我把苏珊当作自己的母亲，苏珊具有母亲
般的爱心。让学生发散，找到重点句子，进行朗读感悟，感
悟到她的乐观、耐心善良、温柔、细心、她就像母亲一样在
关心我、爱我。从而提升到，苏珊是在用爱心在倾听，用心
在歌唱一首爱的歌曲，回归到课题，点题。学生能够紧跟老
师思路进入文本，和文中主人公一起欢笑、伤心，有时会有



惊喜。

苏珊在面对一个陌生男孩的倾诉时保持的是一份亲切，一份
平和，一份耐心，正是这份亲切、平和、耐心，使小男孩拥
有了最善良、最纯真、最澄澈的心灵。是啊，倾听就是一项
技巧，是一种修养，甚至是一门艺术；对于我们教师来说，
学会倾听更是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职业的自觉。可就
在这份责任、这种追求之中，我反思自己的工作：当学生触
犯纪律时，我是痛心疾首无休止的所谓教导；当学生没有完
成作业时，我是恨铁不成钢的所谓的谆谆教诲；当学生之间
发生矛盾时，我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各打五十大板；当学生羞
涩地走近我欲言又止时，我是自作聪明的循循善诱……我何
曾考虑到了学生们当时的感受？我又何曾注视到了他们当时
的眼神写满了茫然！失措！厌烦！无畏！心不在焉。

当学生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听听他的解
释呢？没有哪个孩子是存心想犯错误的；当学生气喘吁吁的
跑进你的办公室，想对你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停
下手中的活儿，注视着他的眼睛，静静地听他说完呢？当学
生在路上兴冲冲地和你打着招呼想和你分享他的快乐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能停住自己匆忙的脚步呢。让我们学会用心灵去
倾听！这样，你会听到学生心灵的诉说，你会享受到教育的
最大快乐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