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希望教案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希望教案反思篇一

近日我执教了一堂《海洋——21世纪的希望》，虽然这堂课
上的并不算成功，但是作为课题研讨课，我从中还是获益匪
浅的。

首先，在课前第一次备课之后，听到了我校许多语文老师的
修改意见，从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我获取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例如教学设计中有些过程性的东西不能大而化之，应该进一
步细化；如何运用生动形象的课件激发学生的感性认识；教
学环节的设计如何才能行之有效等等。从老师们中肯的建议
中，我自觉自己对于如何设计好一堂课在认识上有了质的'变
化。

其次，在课后的与专家面对面中，又使我收获良多。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在进行教学资源整合时，不光要
指导学生一些整合的方法，同时自己也要合理整合材料，使
材料能更好地为文本服务。第二，整合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
解语言文字服务的，所以整合的材料要更多地体现语文的东
西，体现文本，返回文本，为学生的理解铺路。第三，`语文
教学应该明确几个教学重点，既要让学生了解书中所透露出
的信息，如海洋这一课所涉及到的一些海洋的矿产资源、高
蛋白食品资源、水力发电资源、水资源以及空间资源等等就
是学生需要获取的信息；又要让学生去品味文中的语言文字，
如海洋一课中对海洋带来的灾难的描写、海洋的“喜怒无
常”、海洋是个“聚宝盆”等等，都应该通过体悟文章遣词



造句的精妙来提高学生的理解和欣赏、品味能力；再就是要
对文体进行研究，对于文章所运用的写作方法的要进行渗透，
为学生自己运用语言文字打基础。

通过这次教学，使我对语文这门学科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如
何更好地把握教材重点、难点也有了全新的体悟，也对如何
整合课内外教学资源，丰富学生的内涵，提高学生的表达能
力有了自己的认识。总的说来，经过这次锻炼，我从中收获
了很多，它使我能更自信地面对今后的工作。

【海洋21世纪希望教学反思【精选】】

我希望教案反思篇二

这篇课文是北京课改版语文第六册第十八课。《我希望有一
支神笔》是一首以第一人称写的儿童诗。全诗分为四个小节，
以“我希望有一支马良的神笔”开头，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表达了对残疾人、小鸟、小树发自内心的关爱，展现了美好
的心灵和纯真的爱心。

新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题出：努力改进语文课堂教学，
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
合，注重听说读写的有机联系，加强教学内容的整合，促进
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这篇文章是一首诗歌，每一小节的结构相似。我以第一小节
为处理重点，扎扎实实地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在朗读中感
悟，通过抓重点词的方法了解诗歌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
在学生充分的感悟文本的基础上，教师注意引导学生总结本
小节阅读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在下面的学习过程中能运用学
习方法自主的学习文本。在本节课的教学之中教师努力体现
教扶放的教学过程，第二小节，教师让学生利用第一小节的
学生方法扶着去学。第三、四小节教师让学生小组之间进行
自学。



由于本篇诗歌，每小节的结构相似。在两小节学习之后，通
过朗读，老师让学生进一步的进行感悟。教师注意引导学生
观察写作方法。诗的第一行写的是：我希望有一只马良的神
笔；第二行是：要给谁画；第三行写的是：画什么；后几行
写的是：美好的愿望。在孩子准确的观察出写作方法后，教
师让学生说一说，其实是在记一记写作方法，为后面的仿写
做好铺垫。然后教师又引导学生第二次观察押韵，诗歌正因
为押韵才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是诗歌的又一特点，也是创作
小诗时尽量做到的。

在阅读课堂教学中，这种整合的意识体现在基于文本的师生、
生生对话和交流中，也体现在教师引导学生基于文本进行仿
写。模仿在课程标准解读中这样说：“模仿指个体自觉或不
自觉地重复他人（他物）的行为的过程。是学习的重要形式
之一。模仿是学习的基础，模仿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当然
学习作文也离不开仿写。学生在优秀文本的激发下，吸收营
养，天长日久学会写作。下面是学生进行仿写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只马良神笔，

要给那些贫困的人家，

画一间大房子。

他们再也不会在简陋的屋子里，

蹲在黑暗的角落里，

忍受着瓢泼大雨的侵袭。

我希望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要给不幸的朋友眯眯，



画一双好眼。

她再也不会因为看不见饮水机，

撞来撞去，

在自己屋子里

默默地哭泣。

除此之外教师充分的把课外的资源与课内的资源进行整合，
进行了拓展阅读，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量。并且有目的的进行
了阅读。

本节课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教师的应变能力还不够强，课
上不能及时的把自己的教学进行调整，既想进行拓展阅读又
想进行写作。俗话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学生一课一得
即可。在以后的教学之中教师要敢于取舍，大胆的进行改革。
还要多学、多思、多练，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我希望教案反思篇三

我很高兴，也很赞叹孩子们，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态度让人钦
佩，也让人折服。

1、课文无非是个例子。从上面的片段中我思考了很多，我们
的教学活动就是借课文中的“例子”，提高学生兴趣，培养
学生爱好，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这篇课文显而易
见，是让学生感受牛顿从非常普通的现象中提出问题，然后
初步养成敢于提问的习惯，同时也在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兴
趣，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情感。因此，我在课前布置
了学生去搜集一些有关牛顿和地球吸引力方面的资料，课后
再作一些拓展，这样做一者初步培养学生的信息吸收能力，
二者也是对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沟通语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



系，沟通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的具体地运用。

2、和学生一起学习。课堂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学习的地方，一
起探讨的地方，一起寻找答案的地方，而不是为了书本在教
学。撇下教参，拿着书本，走进学生，融入学生，与学生一
起学习，我感觉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研究性学习进入语文课堂。传统的教育思想往往忽视对学生
“情商”的开发，从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逐步丧失，而研
究性学习就是要从小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如本堂课上，
学生对讨论的话题极有兴趣，很想急切地知道答案，对于地
球对哪些东西有吸引力兴趣极大，同时也想找出反驳别人的
理由。因此在完成这次的课外寻找资料过程中，学生便表现
得非常主动。在课外寻找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探索性和
实践能力都得以发挥，并且蕴含其中的探索精神，更显珍贵。

好的语文教学，应该是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
增加阅读量，让学生在课外寻找更多的知识来丰富语文，丰
富自己。也使语文学习与其他学科的学习紧密地联系起来，
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苹果落地》教学反思(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

我希望教案反思篇四

在教学《平分生命》这篇课文的时候， 感触很深。在引导学
生深入挖掘文本，品读文本，感悟亲情的伟大，感悟小男孩
的勇敢以及医生被小男孩的勇敢所震撼的教学过程中做得比
较成功。

在教学3-5自然段，引导学生自读、合作探究，小男孩在抽血
前、抽血时、抽血后的不同表现以及有这些表现的原因。孩
子们得非常得深刻，例如：“抽血前小男孩的先犹豫了一瞬
间，最后又点点头”，为什么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又点点头



呢?我在教学时，强调读书要有自己的感悟，马上有同学补充
还要联系上下文，于是同学们就联系前文知道男孩和妹妹相
依为命，男孩是妹妹的唯一亲人，联系后文知道男孩以为抽
血就会失去生命。

通过引导让孩子们领悟到以下三点：

1、害怕失去生命后，妹妹没有人照顾，所以犹豫。

2、如果不抽血，妹妹就会失去生命。为了妹妹的生命，小男
孩愿意牺牲自己。

3、又有些担心自己死了 妹妹没有人照顾，所以最后点了点
头。

同学们还想象了 当时点头的表情是十分的严肃、庄重的。在
一步步引导下孩子们领悟得特别地深刻。特别是在文中6、7
自然段，当小孩得知抽血不会失去生命地 时候那一串动作地
表现，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地感悟，周子涵说：“我
从‘跳’、‘高兴得又蹦又跳’，知道了小男孩在知道抽血
不会失去生命的时候特别的高兴。”引语略。杨佳林
说：“我从‘转’字，知道了小男孩很天真。”学生还从最
后一句话中读出了愿意和妹妹平分生命，点了课题，从而再
次体现了男孩的天真、对妹妹浓浓的爱意。学生又感情的分
角色朗读了 6、7自然段后，我问孩子们:"你们学习了这篇课
文后，最令你感动的是什么?"学生纷纷发言，我小结道：生
命是么的宝贵，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每个人都害怕死亡，
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文中的哥哥愿意为妹妹献出生命和平
分生命呢?学生们说得特别感人，于是我又告诉孩子们，在生
活中其实还有许多类似这样感人的亲情故事。学生从例子，
谈到了要对人的回报，以及自己在生活中也要向男孩一样勇
敢、愿意为亲人付出。于是我就趁机深情的小结了本
课：“亲情的力量使文中的哥哥愿意为妹妹献出生命和平分
生命，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都享受着亲情的温暖与幸福，



妈妈的细心呵护、爸爸的耐心鼓励，爷爷奶奶的真心疼爱等
等，那是亲情呀，我们在享受亲情的同时更要懂得回报亲情。
”也许是这番言语勾起了孩子们的许多的回忆，许多孩子都
沉浸在感动之中许多孩子都红着眼睛静静的听着。

在教学后，让我也对教学和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教
育者，在教学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深入文本，还要引导学生深
入文本，这样在教学的时候才能引起师生的共鸣。在本课中
这一点还非常成功的。对于生命，每个人仅有的一次生命，
要好好的珍惜。对于生命中的每个人，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
切，我的学生、我的家长、我的同事、我的亲人。生命短促，
不必要计较那么多,教书要对得起孩子，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生命中不断有人来了又去，对于单个的人，渺小的个体，我
们把握不了全局，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生活在世上的每一天，
开心一些，有作为一些，如此而已，也不枉费来世上走一遭。

我希望教案反思篇五

本篇课文的词语相当丰富，而且再生性很强，所以，我在教
学本篇课文时，不仅要使学生了解海洋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人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发学生保护环境、热爱科学的情感，
而且要善于引导学生学习、感悟、积累课文丰富的词语。教
学中时，我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引导感悟海洋。

二、促进学习语言。

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注意积累大量的四字词语。比如，
文中的“波涛汹涌”、“无边无际”、“喜怒无常”、“望
洋兴叹”等，这样有助于学生的掌握和运用;引导学生体会用
词的准确传神。如课文第五自然段中写道：“如今，一座座
海洋石油平台已矗立在海涛之中，一艘艘海洋考察船已驶向
大洋的深处，先进的海底探测器也已潜入深海大显神威。”



细细品味其中的“矗立”、“驶向”、“潜入”，让学生抓
住这些词语展开想象，以有效地促进学生感悟、积累课文的
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