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 听听秋的声音
教学反思(通用8篇)

通过答谢词的表达，我们不仅能感谢他人的帮助，还能传达
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重视。在撰写答谢词时，我们可以回顾
并总结对方的帮助，并表达对其的感激之情。参考一下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答谢词范文，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写作的思路和
启示，让你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一

如何把秋天独特的美带给学生，让学生聆听到秋天美妙的声
音，体会到诗歌遣词造句的韵味，展开想象的翅膀抒发胸中
的诗情，是本堂课展开教学的重点。

我先借助多媒体，从声音渲染入手，播放秋天里各种声音，
让学生听听是什么声音？脑海中出现了一副怎样的画面？让
学生感受浓浓的秋意。然后引导学生去读课文，品味秋天的
的声音。让视觉与听觉在学生的心里产生共鸣，为学生创设
了一种如诗如画的阅读环境。与学生共同走进声音的世界，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美丽的景物是静止的，但学生心中
激起的想象是动听且丰富的。在配乐范读中，我配上了轻音
乐，清新的音乐正符合诗歌的朗读基调，带给学生欣欣向荣
的秋天。音乐加深了对美好秋天的感受，学生的朗读自然也
就入情入境了。接着，我引导学生当小诗人想象创作，让学
生在想象的空间中张开翅膀尽情驰骋。在这里学生的思维被
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又如同一片火花去点燃另一片。

下面是学生的佳作：

听听，秋的声音，枫树抖抖手臂，“唰唰”，那是红枫离别
的歌韵。



听听，秋的声音，小溪尽情地奔跑，“哗哗”，那是迎来秋
天的歌吟。

听听，秋的声音，在一棵棵果树里，在一个个玉米里，在一
片片田野里，在一棵棵高大的枫树叶上。

“想象是人类思维中最美丽的花朵”。诗意的课堂需要学生
那轻灵善飞的想象翅膀的展，才能神游其内，产生丰富的联
想和想象，这种融洽的师生情感会使师生心灵之弦产生微妙
的碰撞，使学生和文本产生强烈的共鸣，奏出和谐的乐章。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二

一位老师在上《看雪》一文，她的'教学环节为：

１、听课文录音，划出文中的生字，读一读。

２、进行生字教学。

３、小组研究，从哪些句子中可以看出台湾小朋友非常盼望
看雪、非常盼望到北京来看雪，把这些句子找出来，有感情
地读一读。

４、指名小朋友有感情地来读相关的句子，并说说自己的感
悟。

老师指名一位学生站起来读，然后问小朋友：“他读的语气
怎么样？有没有感情？应该怎样读才能读得更好？”评价之
后，第二个学生、第三个学生站起来读，还是没有读出感情。
老师没办法，只好自己来范读，然后让学生照着老师的样子
来读。

引导学生读思结合，读中理解，读中感悟，是我国语文教学
的精华，也是《语文课程标准》所倡导的阅读教学的一大基



本理念。

《课标》指出：阅读教学“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但是，在
语文课堂上，有些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有关背景、情境不作适
当的铺垫（如让学生在地图上找找北京和台湾的位置，简单
介绍一下当今的台局势，欣赏一下北国雪景风光音乐片），
在学生不得要领时不作画龙点睛的引导，一味地让学生一遍
又一遍地有感情朗读，学生缺少内容的理解和感情的体会，
只好照着别人的样子，读得有形无神，使语文学习显得特别
肤浅。在探究性学习之前，教师作些适当的铺垫引导，能为
学生的思维添上翅膀，能为学生的研究扫除障碍，能为学生
的独特感悟打下基础，这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本课主要是想以感情感染学生，使学生想表现，想表达，在
汇报词语时，引导学生联系句子的意思，然后趁机指导朗读
句子，在练习读时采用单个读等形式让学生边读边想象，我
又作了少数范读，由于对课文把握较熟，我范读时不少学生
都听得入了迷，再让他们读时，学生就动情多了，由此看出
我们教师的范读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为了让学生在读
时有灵感，我让学生在再读课文交流体会后开始和学生一起
续写，学生看到我也开始了续写，积极性很高，都在动脑子
想，越写越想写，后来，我也将自已写的续写读给学生
听，“秋天是一首诗，秋天是一幅画……”学生听了都不约
而同为我鼓起了掌，这时我竟也像喝了蜜似的很甜很甜，是
呀我也只是随便想了几句，甚至有点害羞，但学生竟这样鼓
励我，真的是谢谢他们！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三

《听听，秋的声音》，一读题目，顿觉浓浓的秋情盈入心怀。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语言精练优美，富有韵味。走进秋，
走入诗的`意境，我仿佛听到了《秋日私语》的琴声在缓缓奏
响，在这美丽的秋天里，落叶离开了树妈妈的怀抱，小蟋蟀



唱起了离别歌，大雁飞往南方过冬去了，稻田里一片金黄，
稻子压弯了腰，高粱涨红了脸……诗歌就是这样，遣词造句
富有无穷的想象，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浓缩成了一股隽永
的美，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一声“黄叶道别的话音”，
让我们体验到了依依的惜别之情;一句“和阳台告别的歌韵”，
使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中的勃勃生机;一阵“暖暖的叮咛”，
让我们品味着真切的情谊。

如何把秋天独特的美带给学生，让学生聆听到秋天美妙的声
音，体会到诗歌遣词造句的韵味，展开想象的翅膀抒发胸中
的诗情，是本堂课展开教学的重点。

首先，我借助多媒体，从视觉渲染入手，让学生感受浓浓的
秋意，再引导学生去读课文，品味秋天的的声音。让视觉与
听觉在学生的心里产生共鸣，用这些美丽的画面和教师如诗
一般的导言，为学生创设了一种如诗如画的阅读环境。与学
生共同走进声音的世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师：秋天不仅是一个色彩的宝库，它还是一个汇集了无数种
美妙动听声音的宝库。这节课就让我们打开这座宝库，去聆
听那些美妙动听的声音，去品位浓浓的秋意。

其次，我用音乐的美渲染诗歌的美，充分让学生享受着诗歌
和音乐谐和的美。美丽的景物是静止的，但学生心中激起的
想象是动听且丰富的。我借助多媒体，播放秋天里各种声音，
让学生猜猜是什么声音?脑海中出现了一副怎样的画面?在配
乐范读中，我配上了轻音乐，清新的音乐正符合诗歌的朗读
基调，带给学生欣欣向荣的秋天。音乐加深了对美好秋天的
感受，学生的朗读自然也就入情入境了。

最后，我引导学生当小诗人想象创作，让学生在想象的空间
中张开翅膀尽情驰骋。在这里学生的思维被激活了，学生的
思维又如同一片火花去点燃另一片。看，学生的佳作：



听听，

秋的声音，

小雨跳到树叶上，

“滴答”

是叶儿换衣的声音。

听听，

秋的声音，

雨娃娃落到地上，

“哗啦”，

是大地给妈妈洗澡的声音。

一棵棵大树果实累累，

飘出一片片香味。

一棵棵高粱鼓起小肚皮，

秋天真是个丰收的季节。

让我们去感受秋天，

去闻秋天，去听秋天……

我想“披文以入情，循路而入境”，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如
果能精心创设情境，唤醒学生情感，激活学生思维，使学生
进入亢奋状态，学生就会被情境所感染，被内容所陶醉，产



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这种融洽的师生情感会使师生心灵之
弦产生微妙的碰撞，使学生和文本产生强烈的共鸣，奏出和
谐的乐章。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四

第三单元的语文可真应景！当秋天踩着落叶诗意地走进我的
视野时，课文里也开始秋意飘飞。

上《听听秋的声音》时，我就改变了策略。实在也巧的很，
我写完课题，窗外正好吹过一阵风，“唰啦啦！”这纯自然
的音乐激活了我的心。我惊喜地喊：“你们听，这是什么声
音？”“风吹落叶”“风声……”

调皮的同学站起来喊：“秋的声音！”一个有趣生动的导言
就自然地生成了……

下课了，还有许多孩子围着我讲秋天……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五

本单元都是以“秋天”为主题来组织的，包括秋天的古诗、
秋天的散文、秋天的现代诗等。《听听，秋的声音》是本单
元中又一篇和秋天有关的现代诗，而且是一篇略读课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再读中展开想象，和同学交流读后体会。

3、仿照课文，补写几句诗。

《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课程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
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的运用”。
在上课伊始，我就播放了一段优美的钢琴曲《秋日的私语》，



并陪以声情并茂的课文范读，使学生在优美的情境中感受到
秋天的各种声音，感受到秋天的美，并鼓励学生仔细倾听，
想象画面，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这首诗的前三小节结构一样，老师重点指导第一小节。先让
学生自由读，再指名读。在学生读到“大树抖抖手臂，刷刷，
是和黄叶道别的话音”时，老师问，如果你就是大树你准备
怎么同黄叶道别？这一问题旨在让学生移情入境，体会诗境，
使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产生情感共鸣。然后再指导朗读，
学生读得声情并茂。而第二、三小节老师放手让学生去自由
读，并和小伙伴合作，演一演蟋蟀和阳台、大雁和人们是怎
样道别。这样既让学生在合作中训练了语言，发展了思维，
又激发了学生情感，因而朗读指导不用花什么力气就水到渠
成了。

在学生朗读了整首诗以后，学生理解了整首诗的内容。在此
基础上老师以配乐朗读表演的形式，激励学生背诵整首诗，
积累语言，再在学生兴趣高涨之即，轻松地引导学生背诵课
文，并加上自己的动作，表情加以表现，这实际上又是一个
高层次的训练，赏读课文，内化语言。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
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同时要注重开发学生
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在学生配乐朗读、背诵全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仿写课文，
创作小诗，这一环节对于三年级的孩子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我找了很多秋天的图片资料，并在课前要求孩子画好
秋天的画，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引导学生想像图画有哪些
秋的声音，秋天的声音像什么，并仿照课文中的句式说。学
生有的说：“听听秋的声音，秋雨滴答、滴答，像秋姑娘弹
起了动听的琴声。”有的说：“秋风吹动树叶，刷啦刷啦，
像秋姑娘发来的电报。”还有的说：“小河哗啦，哗啦，像
在和青蛙告别”……学生的思维被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又如



同一片火花去点燃另一片。在这学生思维的兴奋上让学生给
自己的画配一首小诗，学生就发挥了令人惊异的创造潜能。

总之，教完这课以后，我的收获颇多。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
主体，教师应注重学生的语感，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开辟
各种途径，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听听，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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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六

《听听，秋的声音》一课是一首抒情意味很浓的现代诗。作
者抓住秋天里大自然的一些声响，用诗的语言，赞美了秋天。
因为我在前两面教学《秋天的雨》一颗时就让孩子们收集了
有关秋天的美，秋天的快乐，让孩子走进大自然亲身去体验
秋天景象的美好，所以在课堂上很容易就能引起孩子们浓浓
的秋情。而这也正是这一课的教学重点。作者运用拟人的修
辞手法写了秋天具体可感的声音，所以我通过各种形式的读，
让孩子们再一次体味秋天特有的风情，最后，我又启发诱导：
“同学们，秋的声音美妙动听，而你们的朗读也让我陶醉不



已。再听听，你还听到了秋天的哪些声音？”“你看诗中作
者把秋天的声音写得那么可爱，那么富有韵味，抓住了秋天
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
动形象。你能不能也模仿作者的写法，展开想象，抒发一下
自己感受到的最美的秋的声音，”教室顿时安静下来，看到
孩子们沉思，我很高兴，知道他们在组织语言，在回味自己
曾经感受到的秋意。

最后的续写虽然大多数学生没有完成，但也已经产生了几篇
佳作。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七

上骨干教师课时我就选上了这篇课文。当我到杨老师班上上
这课时，感觉这样的课堂应该就是智慧的课堂。

“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

师：“有谁知道叮咛是什么意思？”

生：“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叮嘱的意思。”“就是嘱
咐的意思。”

师：“哪谁嘱咐谁？”

生：“大雁嘱咐白云。”

师：“可能嘱咐一些什么？”

生：“大雁说：白云，你自己保重！秋天来了，我要到南方
过冬去了。”

生：“大雁说：白云，我们不能跟你作伴了，秋天来了，我
们要去南方旅行了。”



生：“大雁说：嗨！白云，再见了！明年春天我们又会回来
陪伴你的。”

师：“那在生活中，你们是否感觉到也有一些人在叮嘱你们，
那都是一些什么人？”

生：“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的老师。”

师：“是啊！他们都嘱咐一些什么呢？”

生：“我每次上学的`时候，我妈妈都会在我耳边唠叨：上课
要听讲，不要和同学打架。”

生：“我每次上学的时候，我奶奶准会叮嘱一遍又一遍：过
马路要看红绿灯，要走斑马线，不要追赶打闹，要注意安全
等等。”

生：“我们的杨老师在我们每次写生字时，都会叮嘱我们：
要认真观察，不写错字。要细心，以免写错。用涂改液和改
正纸的习惯很不好。”

生：“我们杨老师在我们写作业时总会叮嘱我们：眼要离本
子一尺，胸要离桌子一拳……”

……

这时，一个叫李扬阳的男生大声说：老师，为什么说是“暖
暖的叮咛”呢？是啊！这个问题简直是提得太好了！我马上
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学生。“同学们，你们说这里为什么说大
雁撒下的是暖暖的叮咛呢？”同学们都愣了，沉默不语。

于是我就着刚才的话题问：“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还有老师如此叮嘱你们是为了什么？”



生：“都是为了我们学习好，习惯好。”

师：“这又说明了他们对我们怎么样呢？”

生：“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

师：“这样的关心和爱使你感觉到了什么？”

生：“这样的关心和爱使我们感觉到很温暖！”

师：“那大雁对白云的叮咛就像爸爸妈妈、老师对你们的叮
咛一样”。

生：“爸爸妈妈、老师对我们的叮咛是温暖的，大雁对白云
的叮咛也是关心和爱，也是温暖的。所以是暖暖的叮咛。”

秋的声音教学的反思篇八

成功之处：

1、朗读恰到好处。上课开始，学生急于读诗，因此采用了多
种形式让学生朗读，指名读，让学生纠正字音，然后小组内
接力读，接着班内男女声赛读。学生已投入小诗描写的内容
里。最后让一名优等生绘声绘色读课文，其余学生想象小诗
描绘的景象，与文本进行交流。

2、写作与文本切入点找得好--“找声音”。先找出文本中的
声音，学困生轻而易举就找出，然后再找秋天还有什么声音，
学生异常兴奋，学困生易从习惯思维中找出风声和雨声，而
优等生视野开阔，能更深入思考，找出田野里的声音和自然
环境中的声音，不需要再维持秩序，不需要提醒注意，全体
学生兴趣浓厚，思维得到开发，想象插上翅膀。

不足之处：



文本中一些很美的词，如：“话音”“歌韵”“叮咛”“歌
吟”没有得到好的引导，只是通过朗读来潜移默化，没有经
过教师引导的文本内容，学生的印象不会太深刻，望各位老
师多提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