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沟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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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反思：本文作者满怀深情我想儿童诗仿写地塑造了一位
普通的老员的光辉形象，面对狂奔而来的洪水，他以自己的
威信和沉稳、高风亮节、果决的指挥，将村民们送上跨越死
亡的生命桥。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教学的时候我我
让学生交流有关洪水的资料，让学生如亲身体验，这样学生
就感受到了洪水的可怕，帮助学生感悟课文的内容。在学生
理解、感悟了课文内容之后，还应注意从表达方法这一角度
引导学生进行欣赏和评价。我还借助课后思考第3题引发学生
进行思考和评价，让学生再次深入到文本，看一看课文在表
达上有什么特点，提高学生对课文的欣赏和评价能力。

北师大版五年级语文课教学反思《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诉了7月1日香
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
思绪，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积蓄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
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

整首诗语言凝练，富有感染力，感情真挚热烈，作者那沸腾
的热血与奔腾的豪情都融入在诗句之中了。教学诗歌，朗读
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进入课文的桥梁。可以说，朗读
犹如学生领会课文主旨的指挥棒。所以，在教学中，我采用
了各种朗读法：利用初读，逐节理清文章脉络;运用细读，理



解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感情;采用精读，品味意境，品味思想;
品味手法;启用熟读，把诗句中描述的形象和语言文字融为一
体，牢固地保留在头脑中，积淀语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毕竟这一历史事件学生还是比较陌生，大家对很多地方还
不理解，有的同学就提出“‘被撕碎的历史教科书，第页上，
那深入骨髓的伤痕，已将血和刀光铸进我们的灵魂。’中
的‘1997页’是什么意思?”，还有的同学提出“呼喊一般是
大声地叫，为什么诗中却说‘轻轻地呼喊’呢?”也有的同学问
“为什么说‘此刻，是午夜，又是清晨。’呢?不是自相矛盾
吗?”不得不佩服同学们质疑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
不就正好体会了了香港回归祖国后，全国人民无比激动无比
自豪的心情，不就正好回顾了香港的屈辱历史，不就展示了
全国人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热烈欢迎和对香港美好未来的深
情祝愿吗?一切要解决的问题都因学生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完美
的解决，可见，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
如果学生在质疑后能想办法释疑那就更好了。

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二

桐城市同安小学叶书仙

摘要：一堂成功的课，不仅要有引人入胜的导入，循循渐进、
妙趣横生的主体教学，还要有生动的结尾。课堂结尾乃画龙
点睛之笔，它给学生留存更多的是迁移、是思考、是情感的
升华教师在结尾设计上完全可以放开去，多几分设计，平添
课堂几许生动。

关键词：课堂结尾回首激思抒情延伸

明代文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指出:“凡起句当如炮竹,骤
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意思是说,文章开头要响
亮,使人为之一振;结尾要有韵味,使人觉得余音绕梁。一堂成
功的课，不仅要有引人入胜的导入，循循渐进、妙趣横生的



主体教学，还要有生动的结尾。然而我们的教师往往把时间
花在前面或者花样百出的作业布置上，却忘记了结尾的重要，
草草结尾。以至于简单无趣的结尾扼杀了课堂韵味。我认为
课堂结尾乃画龙点睛之笔，它给学生留存更多的是迁移、是
思考、是情感的升华教师在结尾设计上完全可以放开去，多
几分设计，平添课堂几许生动。

一．回首--句号结尾

课堂上，学生随着教师的引导，一步步走进文本，探索感悟
蕴于其中的道理和奥秘。四十分钟的课堂，学生的大脑在不
停地运转，思想在不停地前行。这种高速地运转往往让学生
的感悟来不及咀嚼，来不及深入。甚至有些开小差的学生只
能支离破碎地接收。我们的课堂少了“一览众山小”的时候，
而这恰恰可以在我们的结尾处弥补。如果老师在结尾时能丢
下课本，和学生共同回忆本课内容，重新梳理一遍文本感悟，
和学生共同给课文划上一个大大的句号，那么学生脑海里不
仅有了完整的认识，而且认识也得以强化。在上《田忌赛马》
时，我归纳总结道：“同学们，课文上到这儿，我们再来回
味一下。课文写了田忌和齐威王的两次赛马，第一次输了，
第二次却赢了。是谁让比赛风云乍变，是谁力转乾坤？（孙
膑）他是怎么做的？（调换了马的出场循序）为什么他会想
到这个好主意，而田忌却没有呢？（因为孙膑智慧过人、善
于观察）大家听课很认真啊！回答得真棒！老师也有个感慨：
其实孙膑并不是聪明多少，而是人家比我们多想了一点点。
假如我们也能多想一点点，那或许我们大不一样了。”在与
学生的互动中，课文所讲述的道理又一次深入学生心中，我
的感慨更能激起学生的共鸣和思考。

二、激思--问号结尾

新课标下的课堂，最忌讳的是教师一讲到底，这样做对老师
是劳而无功，事倍功半；对学生是疲而无获，思维萎缩。高
明的老师是给学生多留下一些空白，这样不仅能够启发学生



的思索和联想，也给新课堂留下了一道亮丽的光彩。那么，
应该怎样留下空白呢？我在《惊弓之鸟》一课结尾时提
出：“更羸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聪明，也让我们久久地佩服。
可是有个声音却说自己死的好怨。对，就是那只大雁。它说
它要讨个说法。同学们，如果大雁邀请你做它的律师，你会
怎么帮它？”课后十分钟，班级多了许多讨论的声音。学生
的思维不再局限于课本了，第二节课学生各抒己见，有的从
善良角度，有的从平等角度，有的从保护弱势群体角度智慧
的小花开了，虽柔弱却也曳曳生姿。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
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培养学生质疑的意识和能
力会让学生终身受益。通过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设疑置问，
留下悬念，可以刺激学生的求知欲，为学生拓展一个有待探
索的求知平台，使一堂课的结束成了学生游向知识大海的入
海口、构筑知识大厦的奠基石。

三、抒情--感叹号结尾

语文课堂是文学的课堂。无数精美的文章凝聚成薄薄的课本，
其中有很多好文章，以它的美好而真挚的情感来打动读者，
从而激发我们心灵深处闪光的东西，使我们的感情受到共鸣
而得以升华，变得更加纯洁、高尚。老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文
章进行美读、抒情，在顿挫有致、声情并茂中，让学生身心
受到洗礼。在上《妈妈的爱》一课时，我请学生在深情的
《鲁冰花》配乐中吟诵课文，课文读完了，学生们仍停在音
乐声里久久不能回神，有的孩子甚至眼含泪花。我抓住时机，
请他们抒发内心对妈妈的情感。学生们说的很好。有的
说：“有一回我回去迟了，漆黑的夜里，我徘徊在长长的小
巷。是妈妈点亮家里的灯，我勇敢地回到她的怀抱。妈妈的
爱是夜间的路灯。”有的说：“妈妈的爱是金黄的阳光，在
严寒的冬天带给我丝丝温暖。”有的说：“妈妈的爱是香甜
可口的白米饭，我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再读课文，学生
的感情更深了，更浓了，仿佛面对的是自己的妈妈。

四、延伸--省略号结尾



我们的单元教学中往往列有两到三课，它们常有共同的主题，
有的甚至在写作方法上也有相似点。教学时我们可以利用总
结这些相同面或相似点，引出下一篇课文或者课外其他文章，
布置预习题，引导学生利用新掌握的知识自主解读新的文本。
如我在教《小虾》一课时，在课堂结尾总结本课的写作方法
时，从中心句入手，归纳赏析它的作用。随后向学生说起来：
“其实，不光本课采用了中心句的写法，还有很多很多的课
文也都采用了，比如《小镇的早晨》《翠鸟》。同学们不妨
看看我们马上要学的《翠鸟》”最后我们展开了对《翠鸟》
的预习。学生们带着刚掌握的知识去分析课文，既感到新鲜，
又感到有趣，劲头十足。

当然结尾教学的方法还有很多，游戏法、图示法、悬念法等
等。但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应视文本和学生的学习状况而定。
优秀的教学结尾，能巩固课堂教学内容，衔接新旧知识、贯
通前后内容，是从课内到课外、由知识向能力过渡的纽带。
它会给课堂带来活力，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精彩。于
漪老师说：“教语文的，最主要是把学生的心抓住，使他们
产生一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习愿望”。教师应深入钻
研教材，不断探索教学艺术，让课堂教学如花绽放。只有这
样语文教学才会生动起来，焕发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参考书目：

1《课堂教学艺术》安徽教育出版社程志宏李本和著

[让语文结尾多些生动(北师大版)]

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反思：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作者满怀深情地叙述了红军



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长牢记部队指导员的嘱托，尽心尽力
地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感人事
迹，表现了红军战士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教学
本课，我提前让学生查阅历史资料，了解故事背景，为理解
老班长的高尚品质奠定基础。这篇课文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
动作、神态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
精神境界。教学中有意识地为学生在读写之间架起桥梁，引
导学生从读学写。本文的生字比较多又难，教学时候要帮助
学生掌握字形，记忆生字。由于故事感人，学生学习兴致比
较高。

葡萄沟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我设计的理念是：词语，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才具有丰富而恰当的含义，才折射出人
物内在的品质和精神。词语，只有回归文本之中，才有生命
的活力，才是积极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才是有血有肉的。因
此，语文教学必须引领学生在课文描述的情节和细节中，关
注那些“含义丰富、含情脉脉”的词句，使他们既获得对文
本的深入理解，又获得对语言的准确感受。如此，学生的语
文学习才具有语文的“滋味”。

因此在本课的第一课时中，我引导学生汇报课前布置查找的
相关二战的资料，初步理解了“生死攸关”的意思，然后安
排学生自由读课文的第一部分，汇报读懂了什么，体会当时
的时代背景，为下面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堂课上主要学习课文的主体部分，上课伊始，我通过三
组词“伯瑙德夫人、雅克、杰奎琳”;“秘密、绝秘、绝
妙”;“危急、危机、厄运”的读、说，一方面引导学生复习
了课文的第一部分内容，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巩固了生词，练
习了说话能力。并设计将“生死攸关”一词归类，又一次深
入理解了“生死攸关”一词，也由此导入了学习阅读课文
的3——7自然段，思考：伯瑙德夫人一家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是怎样与敌人周旋的?这时，老师及时地进行方法上的指导，即
“抓住关键词，揣摩人物心理活动”。引导学生找出伯瑙德
夫人一家三口的语言、动作的句子，画下来，然后体会人物
的内心活动，进而理解人物的品质。在这里，学生的“悟”
也就比较准确。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找出了课文中直接描写“烛光”的句
子，体会到“烛光”就是死亡的威胁，只有让烛光熄灭，才
有生的希望，才能保证情报站的安全。通过反复的练读，学
生感悟到当时的危急情形，同时也体会到伯瑙德夫人一家的
机智、冷静和默契。于是，伯瑙德夫人一家三口的形象在学
生心目中逐渐高大起来，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时此刻，引
导学生进行词语积累：十万火急、岌岌可危、千钧一
发、……生死攸关。此时此刻，学生对“生死攸关”这个词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通过对这一课的评课后，我更加明白了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
学习语言，学习语言靠感受和积累。朗读就是对语言的直接
感受，文章中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必须通过朗读才能更
充分地体现出来。进入五年级后，学生已经掌握了较多的学
习方法，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就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在这次的教学活动中，缺乏有效的朗读指导，所以学生通过
学习后朗读水平没有得到大的提高。在上课时的备课设计中
虽然有朗读指导的设计，但在课上的指导没有到位。，我将
在以后的教学中逐渐加强朗读训练这一环节。

五年级上册语文北师大版教学反思5

今天，我参加了学校青年教师阅读课的赛课活动，我选择的
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九册《生死攸关的烛光》。由于是临时决
定，学生没有预习，我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但是在教学中，
我扎实地渗透了课程标准的理念，大胆使用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整个课堂显得张弛有度，和谐活泼。



我以理解词语“生死攸关”入手，直接进入文本，要求学生
找到能够理解这个词语的句子。理解的同时，抛出金属管为
什么会在蜡烛里的问题，把烛光和情报联系起来了。通过这
个词语的理解孩子们已经能够充分了解烛光的重要，情报的
重要。然后，通过小组学习(填表)，把握母亲、儿子、女儿
怎样通过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从德军手里巧妙地拿走蜡烛。从
母子三人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来理解当时情况的万分紧
急。最后，我们一起来理解文章最后一句话，更加突出了事
件的紧迫性。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全程参与，课堂气氛活跃
有序，展示出课标理念下的课堂教学。

这堂课也是一节原生态的教学课，孩子们没有预习，而我的
准备时间也只有20分钟左右。课堂上，孩子们的表现令人欣
慰，这节课不但是一节提升学生语文素质和人文素养的课，
同时也是一节不怕考试的课。

一节课的好坏，不在于它有多“精密”，而在于对课标理念
的融入和渗透，在于学生的参与，在于课堂上灵动的生成。

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五

本单元要求学生“不但要从课文中识字，还要在自己的生活
环境中识字，并开展一些语文活动。”因此我对此课作了如
下设计：先由本单元“语文天地”中“金钥匙”的内容——
丁丁幸福的一家人，引入到冬冬的家，观察冬冬家后练习说
话;接着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认读文中的词语及句子，在
此基础上认读本课的一、二类字，并以多种形式巩固生字，
拓展识字空间;然后以“摘果子，做拼盘”的游戏进行一句完
整的话及变句的训练;接下来，让学生和同座进行“爸爸妈妈
是怎样爱我的”交流，将课前准备好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馨
时刻相片与周围的同学交流分享，加深对家的情感体验，并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最后进行写字的训练。

上述设计在凸现课改理念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作为本次课程改革的重点，就建构主义
的理论而言，学生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不是教师传授的，而是
学习者在创设的氛围中，依靠一定的方法和教师的帮助，通
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还获得了情感
的体验。本课在教学中力求体现民主性，平等性，创设了轻
松愉快，民主平等的氛围，教师以引导者、合作者的身份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去。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
惯，如自己练读课文，在对老师同学朗读的听读中学会自己
不会的字，在自己的语言实践中发现规律，体验感悟;当小老
师领读生字，合作记字，互检认字情况，自由组合做拼句游
戏等。在多项生生合作完成的学习活动中，教师真正地站在
了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位置。

对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学习似乎要求过高，
课堂上也难免有些混乱，但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掌
握了基本的自主合作的技能后，他们获得的将是受益终生的
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课在完成听(接触汉字)和读(学习汉字)这两个环节后，进
行认(巩固汉字)的活动时，充分利用了学生原有的基础和生
活的环境。教师启发：小朋友平时还在哪里见过这些字?(或
街道上，或广告里，或校园里，或父母同学的名字里)，由于
学生耳濡目染地生活在汉语的环境里，所以说出了“大翔超
市”、“快乐大本营”、“大风车”等词，使识字渗透在学
生的生活中，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语文学习的乐趣。正如教育
家蒙台梭利指出的“儿童利用他周围的一切塑造了自己。”

语文不仅具有开放的特点，还具有综合、实践的特点，为让
学生明确认识一句完整的话并为下一个口语交际活动作准备，
本课设计了一个游戏，用“我”、“爸爸”、“”妈
妈”、“老师”、“有”、“爱”、“一个”、“温
暖”、“幸福”、“的”、“家”等词作成长在“智慧树”



上的“聪明果”，在学生熟悉的游戏“摘果子”的基础上，
增加了“做拼盘”这一内容，要求学生自由组合将摘下
的“词语果子”作成拼盘，拼成一句完整的话。

当学生合作拼出了“爸爸爱我”、“妈妈爱我”、“我有一
个幸福的家”这几句文中出现过的句子后，教师点拨提
出“还有怎样的拼法”学生变换“水果”的位置，又拼出
了“老师爱我”、“同学爱我”、“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及“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爱老师”、“我爱同
学”等句子，当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拼出了“一个幸福的
家里有我”这个句子时，下面的同学和听课的老师都禁不住
鼓起掌来。没有刻意追求，没有强加，学生在直接接触语文
材料的自主活动中，在对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中，体验
了语文学习的规律，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其乐融融。

本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定位在“爱亲人，爱同
学，爱家，体会幸福的核心是爱”，学生由于受身心发展和
生活经验的限制，对“幸福、温暖”的认识比较模糊，因此
教师、学生和文本表露的情感的交流就存在一定的困难。本
课设计让学生课前准备与家人在一起的相片，画一画自己与
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时刻，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与同学老师交
流家人是如何爱自己的，并说说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再在此基础上感情朗读。这样，学生在主动参与的情感体验
中，加深了对家、亲人的认识。本课还利用学生这一年龄段
的情感特征，让生字以字宝宝的形式出现，充满了童真童趣，
“宝宝”形状的生字卡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
于接受，较好的培植了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热爱汉字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