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 和时间赛跑教学
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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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篇一

这是一篇清新、淡雅又略带忧伤情绪的散文。“我”因外祖
母去世而悲伤不已，后来听了爸爸的一席话，看到太阳落山、
鸟儿飞行等自然现象，明白了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并在和时
间赛跑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应该怎样珍惜时间。课文给我们
以深深的启示：虽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虽然“所有
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是，“假若你一直
和时间赛跑，你就可以成功”。

我在设计该课的教学流程时，采取用中心句“所有时间里的
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引领全文的学习。第二课时，首
先从“我”对爸爸的话的理解入手，让学生知道“我”是从
身边的事物去感受“时间过得飞快”，开始理解“永远不会
回来了”。在这个环节，教师配乐朗诵《匆匆》片断，让学
生捕捉时间的影子，引导从细处感受时间，惊醒时间在身上
走过的感觉，并通过说话环节来反馈，从而让“时间宝贵易
逝”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然后，通过学习“我”和时间赛跑
的事，让学生强化了要与时间的无情流逝做对抗的心理要求，
并在生活实践中形成要“珍惜时间”和时间赛跑的积极的人
生态度。

整个教学设计注重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感悟，引导学生用心
灵与时间进行对话，拉近孩子们与时间的距离，将“时间”
这一哲学范畴深入浅出地诠释出它的生活意义并指导我们的



生活实践。

１、由于我对该课的定位（感悟）问题，听者感觉有“工具
性”不足之嫌。是否能够兼顾值得反思。

２、学生默读了，心里有了，但总觉得有点“茶壶里煮饺子
倒不出来”的感觉，是否因为有声朗读少了，值得思量。

３、学生有声朗读时，情感还差点火候，悟与读的转化在平
时要加强。

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成长，这是我的追求。这
节课上，孩子们有收获，但我希望自己在教学之路不断求索，
希望有我的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步履会更坚实。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篇二

《和时间赛跑》是著名散文家林清玄笔下的一篇清新，淡雅
又略带忧伤情绪的散文。文章开头部分先写因疼爱自己的外
祖母去世而引起的巨大悲痛，后来听了爸爸的一席话，看到
太阳落山，鸟儿飞行等自然现象，明白了为什么要珍惜时间；
并在和时间赛跑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应该怎样珍惜时间。课
文让我很瘦感到，并给了我深深的启示：虽然“所有时间里
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是，“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
跑，你就可以成功。”

开课伊始，我通过引起学生回忆父亲那充满激情的深思把学
生带到思考当中，为下面的学习下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
着让学生带着疑问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文本的主要内容，对
课文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既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又符合认
识事物的一般规律。

在精读课文，体味感悟这个环节中，我出示了主线问
题：“我”是怎样和时间赛跑的？结合书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或学生难以理解的语句，引导学生进行研讨、感悟、赏析、
品读。如“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句
话是学生理解的难点。我从以下方面引导学生体会，层层深
入。着重引导学生多读读后面的语句，感受“我”的生活体
验，看看“我”是怎样理解的：“看着太阳一寸一寸地沉进
了山头”，知道“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
今天的太阳了。”看到鸟儿飞到天空，想到鸟儿明天即使飞
的是同样的路线，也永远不是今天了。“我”真切地感受到
了时间一去不复返。三是引导学生谈谈自己是怎样看待时间
的流逝的，结合生活实际说说自己的理解。从而明白
了“我”为什么要珍惜时间，进而和时间赛跑，并因此受益
无穷。同时补充介绍林清玄这位作家，使学生知道林清玄的
巨大成功是他一直与时间赛跑的结果，激励学生如果能像他
那样坚持和时间赛跑，也会取得成功。

对于这篇发人深思又感人至深的'文章，学生在课堂中产生了
许多感慨，因此在拓展延伸中，我设计了几个环节，使学生
加深对课文内涵的理解，并加强实践。一是让学生用一句话
或几句话把自己珍惜时间的想法或自己读课文的感受说一说，
写一写。二是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有关珍惜时间的名言警句，
教师补充。三是布置学生课后继续搜集、积累有关珍惜时间
的名言警句、谚语成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并建议学
生把自己感受最深或最喜欢的惜时名言贴在桌角或床头，作
为座右铭，激励自己一直和时间赛跑。

合作学习中的体会：

1、在合作中的分工应再明确些，需要每一个学生承担责任；

这样每一个成员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的学习活动。学生
如何分工，需要教师进行研究，需要教师将分工的方法与技
巧教给学生，当然也需要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探索
与理解。



2、合作学习的形式单一，课堂中主要以同伴之间的互助合作
学习、课堂中的小组讨论学习、研究性小组学习、兴趣小组
学习、全员性的合作学习，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形式，是组
织合作学习前教师必须要考虑并做出预先决定设计精湛细致
些。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篇三

《和时间赛跑》这是一篇清新、淡雅又略带忧伤情绪的散文。
“我”因外祖母去世而悲伤不已，后来听了爸爸的一席话，
看到太阳落山、鸟儿飞行等自然现象，明白了为什么要珍惜
时间；并在和时间赛跑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应该怎样珍惜时
间。课文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认
识到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可对于我来说，不但是教学理念
完善的开始，更是对生活体验的一个重新解读。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回想几个月来，
我一直沉浸在过去里，过去的点点滴滴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
自己。岂不知，这一切影响了我工作的内心体验，更是影响
了自己的幸福体验。“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
了。”这句发人深省的文字再次敲击着我的心扉，使我更觉
得自己是否应该有所反省。

所以，我重新以另一种的眼光来评价面前一张张调皮又天真
的小脸。几个月来他们发生多大的变化呀！在老师的眼皮底
下肆无忌惮的犯错；课堂上随心所欲地发表无稽的想法；同
班同学之间、甚至与他班同学之间无止休的吵闹——现在，
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了。虽然无法与我的标准相差甚远，但是，
他们确实在进步。突然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又浪费了许
多。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篇四

生活的天地有多广阔，语文的内容就有多丰富，语文的色彩



就有多绚丽。三年级语文课本中《和时间赛跑》一课是一篇
很感人的文章，由疼爱自己的外祖母去世引起的悲痛让人心
怜，由此明白的生命的意义更是让人折服，进而得出要与时
间赛跑也是顺理成章。

但对于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大都没有如此经历，要理解起这些
内容就有些远了。课上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读课文，通过讨论
解决了很多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最后学生也说出了很多珍惜
时间的名言，谚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今难买寸光
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课文知识目标突破的
很好，可我看出对“珍惜时间”这一情感目标突破的不很彻
底。从学生不以为然的表情里我总觉得“时间”在他们的心
里还没意识到有多重要。课文将要结束时，我兴致勃勃地与
他们算起了“帐”：每天有24小时，上课时间8小时，睡觉大
概用去10小时，吃饭要用两小时，那大概还剩4小时，去哪里
了？同学们也纷纷惊异：是啊，那4小时干什么了？4我见同
学们的兴趣来了，便又做了个实验：我计时间，看同学们一
分钟能读多少个字。结果出来了，同学们大都能读90个音节
以上。接着我们算了算：一小时我可以读五六千字，4小时呢？
两三万字！相当于我们一大半的语文书呢！虽然我没再说什
么，但从同学们表情里中，我看出了震惊，看到了决心。课
后同学们的作业里，有的回忆了以往浪费的时间而后悔不已，
有的谈了时间的宝贵，也有的定下了学习计划。看着这些发
自内心的语句，我知道，学生们懂得了要珍惜时间，因为他
们从自己出发，在内心深处理解了时间的宝贵。看来语文课
适当算一算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部编版和时间赛跑课文篇五

学生提出为什么和时间赛跑，怎么和时间赛跑，和时间赛跑
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后，带着问题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更容易理清文章思路，提高阅读效率。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句话是学生



理解的难点。 房晴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体会，层层
深入。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首先引导学生先读爸爸的这句
话，初步感悟。爸爸通过三个例子告诉“我”他是怎么理解
的，此时再次引导回读这句话。如果不是一个人的亲身体验，
感受就不会那么深刻，所以“我觉得爸爸像是给我说了一个
谜，引读6-7段，结合“我”的生活体验，从“太阳落山，小
鸟飞翔”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在教学中，房晴
老师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说自己身边哪些事物随着时间
的流逝再也回不来了，第三次深刻领会爸爸话里的意味深长。
从而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和时间赛跑。解决怎样和时间
赛跑的问题后，房晴老师展示了本文作者林清玄的个人成就，
是学生体悟到只要和时间赛跑就能成功的道理。

指导学生找出写“我”的感受的句子读读，体会“我”跑赢
时间的快乐心情。最后，请同学们交流课前收集的有关珍惜
时间的'名言、谚语、格言。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在本课教学中，房老师主要让学生
自读课文，充分感知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由内容到思想，逐
步加深理解，明白课文告诉我们的道理。

一是在对学生进行朗读指导的时候，存在以下不足：指导朗
读的方式不丰富，主要是指名读和齐读两种，学生的参与面
不够广阔。把重点句段的分析与朗读相结合，让学生理解着
读，读中理解。可能由于过度关注学生的理解，给学生朗读
的机会不充足。

二是老师的情绪不足以带动全体学生。在课堂上，老师的语
言、情绪是感染学生的最直接的因素。老师激情四射的语言
让学生也会兴致高涨，老师深沉忧伤的语言也会让学生感受
到悲伤沉痛的氛围。而通过这几次上课，房老师的语言不够
贴近学生。尤其是语言缺乏感染力，语调稍显平淡，这也是
教师本身没有进入课堂状态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