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 父母的心教学反
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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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篇一

今天的的这节课上的，按照生本的理念来说比较成功，但按
照我设想的还有很多没做到。本李课许校长推门听课，听后
给我指点，更多的是鼓励我，使我深受感动，感谢领导的支
持与认可，我会把它当做鞭策我的动力，一如既往的做好本
职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节课呈现出这样一些亮点：

一、营造出了一种浓浓的亲情的氛围。课伊始，学生课前一
分钟讲关于父母之爱的故事为本课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学
习活动围绕父母之爱的主线层层展开。

二、施昊洋小组的学生在读书中锻炼了朗读水平。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书中感悟，在读书中升华了情
感。

三、张文文同学溢于言表的真心表白催人泪下，是她的真情
流露。

四、李文琪小组设计的板书别出心裁。

不足之处：



一、个别学生回答问题的声音偏低，有待于今后的课堂上加
强训练，提高他们的发声技巧，培养他们良好的表达习惯。

二、课堂上我设计了几个科学、艺术的提问，准备引导学生
自学、引发学生想象、引起学生思考。如设计“想象一下，
夫妻俩回到简陋的客舱，面对孩子们，孩子们会问些什么？
父母的心情怎样？”“送走三岁的女儿，当时女儿会怎样，
请同学们插上想象的翅膀，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的问题。
这样更有利于学生进入情境，体会父母之爱。可是由于时间
的关系，没有汇报完，只能“生”到下节课了！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篇二

《父母的爱》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六单元的作文。围
绕这单元的主题，首先在教学这单元课文时对课文的描写方
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地指导，同时在口语交际课时也让学
生谈了父母对自己的关爱，为作文教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这次“口语交际习作”是本组教材“父母之爱”内容的有机
组成部分，同学生生活联系非常紧密。让学生在交际与沟通
中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父爱母爱，是这次“口语交际”的编排
意图。安排体现了三个层次：

先通过出示生活中家长对孩子的几个小片段，引出话题，让
学生评说，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小故事，妈妈的包办，
使刘明养成了丢三落四的不良习惯。应该像《慈母情深》中
的母亲，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第二个故事中
的爸爸教育方式不当，使孩子畏惧考试。爸爸应该帮助他找
出失败原因，鼓励他尽力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提高。第三个
小故事中，李路杰的成功是爸爸正确引导的结果。“口语交
际”的另一个话题，是把自己与父母之间发生的小故事讲给
同学听，并谈谈看法。这是前一个话题的拓展，加强了与生
活的联系。

教学中，我先利用课文切入话题，读了《地震中的父与子》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慈母情深》《学会看病》
这四篇课文，也许大家对父母之爱，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和感受。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读了本组的一些收获吧。
再对三个故事谈看法，我让学生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口语
交际过程中，让学生打开思路，充分交流。形式多样有同桌
说、小组说、班上说。同时，让学生注意收集反馈信息。在
教学的全过程中，教师及时正确引导，表扬说的好学生。

最后是给爸爸妈妈讲三个小故事，请父母谈看法。促使父母
正确教育孩子。教学中，首先引导学生打开思路，第二是沟
通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做到表达真情实感。把自己的想
法说给爸爸妈妈听，这个环节一定要做好，目的是让孩子加
强与父母的沟通，增进了解，融洽关系，形成良好的家庭育
人氛围，这也是语文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为生活服务的最
直接体现。

对这堂作文课，首先是通过复习本单元课文引入作文主题，
然后对本单元课文的写作方法进行回顾。因为先在一班上了，
发现有学生还是不会审题，所以我就想到先要对学生进行审
题训练。因为我校的学生有些和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
所以难免感情用事。果然二班的学生没有一个偏题。接下来
就是选材指导，因为有所借鉴，所以二班的学生选材也没出
问题。重难点在于指导写具体。因为考虑到时间，所以在指
导写具体方面时间还是有些仓促，因此好几个学生作文写得
不具体。所以我认为，只有指导到位，学生才能避免存在的
问题。

这次作文教学，我受到不少启发：第一，为了提高效率，环
节应该尽量简洁。第二，需要深入细致指导的地方（把文章
写具体几乎是我们每个单元作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间绝
不可以少。第三，学生的文章现在我可以拍下来借助多媒体
在大屏幕上展现，大小可以进行调整，那天因为制作成了幻
灯片，所以不能调整。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篇三

脱离生活的语文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作文教学也是如此。
作文，本来就是对认识到的生活的真实的反映，只有写出真
实的、独特的感受，才是真正的作文。通过本课的教学，引
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激起学生写作的情感
和欲望。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两篇例文的分析明确抓住细
节能使作文之花更美，使文章更感人，富有真情。通过本课
的教学，我认为作文教学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学生的情感一般来自于直接的体验，观察是最根本的。没有
观察就没有积累，就没有作文的素材。重要的是让学生用心
去观察，既抓住事物现象，又能充分感受和体会。

不要限制学生的想象，生活是学生想象的源泉，他们创造的
语言都与生活有千丝万屡的联系，教师要抓住这个特点激励
他们敢于探索。

教学中应主张信息的立体交叉，鼓励学生积极的参与教学过
程，老师是学生的朋友，学生是学生的老师，平等互动的关
系促成了民主氛围，更有利于学生的主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
体现。

学生作文自由不等于没有教师的主导，自由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教师应给予充分的指导、调控，要抓住学生的心理
特点，利用现有的教学手段、场景、资源创设情境，使学生
在愉快中得到真实的体验。

总之，本次习作围绕如何抓住细节这一个教学点指导学生习
作，在作文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运
用抓住人物的细节进行描写，写出真实的人物，从而写出富
有真情实感的文章。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篇四

1、教学时间分配不太合理。主要是前松后紧，学生演一演的
时间没控制好，占用时间太多了。导致后面的几个环节进行
的太紧张，特别是“把自己与父母之间发生的小故事讲给同
学听，并谈谈看法。”这个环节还有几个学生想说但是没时
间了。

（后来在第二节课时，我又让三名学生讲了讲自己与父母的
故事。作为改进措施。）

2、板书有点简单，在板书设计方面还要再充实一些。

3、对学生的评价过于简单，语言不够丰富。

4、又一部分学生在交流时，不敢说，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得到
很好的锻炼。

父母的爱教学设计篇五

这节作文课上，我对《父母的爱》这篇习作进行了讲评，讲
评的重点是：

1、认识修改作文的重要性。

2、通过修改，使自己的作文更加生动、具体、真实、感人。
课后，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1、我将问题习作的讲评作为重点。这同其它作业讲评一样，
学生的错误之处是需要重点讲评以起到纠正和巩固的作用的。
典型性问题更需作为重点来处理。讲评前，我将学生的习作
加工了一下，把多篇习作整合为一篇，将需要讲评的问题糅
合在同一篇习作里。这篇特殊的习作，看似是教师所作，其
实还是来自学生的。这样就避免了同一问题需要多篇习作来



讲评，还可以保护"被讲评"学生的自尊心，学生会看到自己
习作的影子，但都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习作，没有被批判的感
受。

2、落实全员修改。我认为，普遍的问题一定要落实全员修改。
使全体学生都动起脑、动起笔来。才能见到实效。在全员修
改的过程中，我要求学生先明确修改作文的步骤和方法。我
将要修改的问题习作印发给学生，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明
白了修改要点后，小组内分工合作，进行修改。这一点非常
重要，如果缺失这个实践环节，学生的修改能力是无从培养
的。 3、通过“专家会诊”这样一个环节，师生合作修改展
示，把修改的全过程呈现在大家面前，起到了示范作用。同
时，通过教师在修改过程中的讲解，使学生更进一步明白了
斟词酌句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重要性。

4、在课上，我还注重让学生练习有条理地说话、恰当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感情，锻炼学生的朗读能力、概括能力，培养学
生修改习作的意识和能力等。让作文课不单是写，而且还有
听、说、读等方面的训练。

1、修改问题作文时没有突出重点，修改过程中眉毛胡子一把
抓，耽误了不少时间，导致当堂修改自己作文的环节没有进
行。

2、在修改问题作文之前，按照预设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介
绍一下“使细节描写更加生动具体”的方法，由于教师的疏
忽，只叫了一位同学站起来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就将幻灯
片打出来，匆匆走了一下过场，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指导作
用。

总之，在作文教学中，如何利用作文讲评为学生开创一个正
常的自由表达空间，是语文教师面临的难题，在今后的作文
教学中，我将继续钻研教学方法，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写作技
巧，在作文讲评中真正体会到写作之乐，从而达到提高写作



水平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