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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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篇一

根据学校教研活动安排，近期我在学校录播室上了一节语文
公开课——五年级上册《少年中国说（节选）》，听课老师
给予高度好评，我作如下反思：

《少年中国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让当代少年
感受到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是学习《少年中国说》最重要
的目标之一。

新课导入，我选用了大家都会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我特意选用了网上为祖国70周年华诞而录制作的告白版视频，
让学生一边唱一边感受全国人民对祖国热烈的爱。接着从课
题入手，让学生区分“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知
道“我们就是中国少年”，为第一自然段搞清两者的关系做
好铺垫。然后，我抛出“作者是谁”这个小问题，引出梁启
超和百日维新。让学生重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探求救国之
路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在教学中，我注重朗读、联系上下文理解、分享资料、抓重
点词语、想象等方法突破重难点。品读与感悟相结合，通过
生生、师生之间的交流悟其情，悟其意，得其法，从而体会
人物内心的强国梦想，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所谓“品读易达情”，在这一课得到很好的验证。《少年中
国说》对中国少年的启迪、对美好祖国前程的'展望都给当代



少年带来了很大影响。学生跨越了时代的障碍、历史的障碍、
语言文字的障碍，直接抓住了文章的精髓，也成功地完成了
学习的目标。

在最后的拓展部分，我通过引导学生讨论“作为当代的中国
少年，你会怎么做？我们应该怎样做？”在畅谈理想时，我
指导学生发扬“不怕苦，不怕累，勤学好问”的精神，学知
识，练技能，强体魄，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时刻准备
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让同学们感受
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

经常反思，借鉴以往，改正不足，才能日臻完善，给学生一
个更活泼有效的课堂。

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篇二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少年中国说
（节选）》作为本单元的第二篇精读课文，文章中所蕴含的
浓浓爱国情让人振奋。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情感基础，但
他们对文章所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够了解，情感体悟容易单薄、
流于口号。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也要求学生能够结合资料，体
会文章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在课堂一开始，我以理解课
题为导入，通过补充资料，帮助学生了解时代背景，从而为
后续理解课文、深化情感作好了铺垫。

本篇课文结构层次鲜明，结合注释很容易理解意思，所以我
让学生通过小组交流的.方式，疏通文意，既提高了课堂效率，
又培养了学生小组合作的能力。除此之外，本篇课文语言充
满韵律感，句式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气势，所以在
教学时，我通过初读、诵读、齐读等形式，让学生反复朗读，
在读中悟情，读中体会。



最后，为了更好的加深学生的情感体会，强化学生查找资料
的学习方法，我结合课后题布置了作业，了解为国家富强而
奋斗的杰出人物故事，并小组合作完成手抄报。

整节课学生情感充沛，课堂活跃。今后我也会将本篇课文放
在日常的晨诵中，在学生不断的成长中，激发更深的情感共
鸣。

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篇三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
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
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
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
喻，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
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
在风雨飘摇的1900年，以他的一支有力之笔饱蘸激情写下了
慷慨激昂的热血之歌——《少年中国说》，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青年。

本课是一篇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过渡性的文章。把课文读正
确、流利是学习本课的关键。因此我把本课的重点定位在引
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最后达到有感情朗读的目标。
本文长短句结合，交替出现，节奏感极强。因此我先要求学
生借助汉语拼音把课文读正确，然后用时大约15分钟把课文
读流利。课后学生们反应，当把课文读流利之后就发现自己
的`声调不由自主地变得高亢嘹亮，好像要把胸中那种豪迈之
气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霸气发泄出来一样。这就是本文的特
点之一。

在学生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之后，我又要求学生结合
注释，尝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课文



毕竟不是现代白话文，但又比文言文好理解。所以我采用的
策略是，学生先自己借助注释说一说，然后小组内交流，最
后集体订正。这个过程中老师巡视实施点拨，但绝不越俎代
庖。

第一，要求学生在理解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之后再尝试着把
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熟读课文，达到有感情地朗读。学生们
在有感情朗读的同时达到了熟读成诵的目的，完成了本课设
置的第二个重点——背诵课文。

第二，内容拓展延伸。利用多媒体，让学生重温1940年后中
国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康、梁等人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是很
有必要的。

因为本文的时代背景与现在的孩子们相隔太远，虽然做了相
关的介绍，但是对于真正理解本文还是远远不够。这就需要
我在以后备课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时代的障碍、历史的
障碍、语言文字的障碍，让学生通过学习直接抓住文章的精
髓，牢固地完成了学习的目标。

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篇四

梁启教学超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学
者，在风雨飘摇的1900年，以他的一支有力之笔饱蘸激情写
下了慷慨激昂的热血之歌——《少年中国说》，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青年。

如何让当代少年感受到那种悸动人心的力量，是学习《少年
中国说》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让学生重温1940年后中国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康、梁等人探
求救国之路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而在品读中慢慢地领悟文
字间所流淌的爱国之情比教师死板灌输给学生要好很多。多
读多悟，而且很全面地体会到了朗读给理解文章所带来的益



处。

朗读后背诵也成易事，理解情感更成易事，所谓“品读易达
情”在这一课得到很好的验证。《少年中国说》对中国少年
的启迪，对美好祖国前程的展望都给当代少年以很大影响。
学生跨越了时代的障碍，历史的障碍，语言文字的障碍，直
接抓住了文章的精髓，也牢固地完成了学习的目标。

但教师在朗读的辅导时间上有些长，用了一课时，在以后的
教学上可适当加以调整，以便课堂时间被利用得更充分。

另外，在文章第二段的结构上，部分学生的理解显得吃力，
也与此文属文言议论文有很大关系，还应探索更好的角度去
剖析结构。

反思过去，才能创造更好的将来。在教学上，这一点尤显重
要。在日后的教学中，借鉴以往，改正不足，才能日臻完善，
给学生一个绝对有效的课堂。

少年中国说教学反思篇五

《大禹治水》这篇课文讲的是古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
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
人敬仰，代代相传。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
何让学生了解大禹治水的艰辛，感受体会大禹舍小家顾大家
的奉献精神。我就在教学中以文本内容和有关大禹治水的资
料相结合进行讲解，拓展延伸。

教学导入时创设情境，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所以我先出
示了一组洪灾的图片，让学生来谈谈看了图片以后的感受，
然后再来体会洪水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体会老百姓的“无
家可归”，最后引出治水的英雄“大禹”。在讲解大禹治水
经过时，特别抓住“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万
水”“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等语句。体会大



禹治水的艰辛及治水工程的浩大。教给学生抓住重点词帮助
背诵这一方法效果很理想。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
故事时，我出示了一组填空，让学生从这一组数字中来体会
大禹的公而忘私。学习第四自然段，用“治水成功后，百姓
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会怎样感激大禹？”这一问题引导理
解“代代相传”。此时大禹形象在学生的心中越来越丰满，
正是让学生畅说自己情感的时机。于是，我让学生谈谈大禹
名字中“大”的含义。板书总结文章内容、结构后让学生欣
赏大禹治水的视频资料。磅礴的气势、丰富的画面，深深地
打动了学生，对文章的体验再次提升。

这节课读的形式有自读、品读、齐读、指名读，我觉得在今
后的教学中还应在品读上更下功夫，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从
而更加体现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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