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敬畏生命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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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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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生命教学反思篇一

《敬畏自然》是八年级下期语文三单元的第一篇文章。语文
课程规范把七至九年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段。八年级下
期继续致力于同学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并处于一个承上
启下的关键时期，在本册第三单元共有五篇文章，五篇文章
都注重空间上的广袤性与思维上的哲理性，并以不同的形式
表达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忧虑与考虑，《敬畏自然》是本单
元第一篇文章，意在让同学从整体上掌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明白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发展。应敬畏自然、保护自然。

这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散文。主要谈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者对观点的阐释是层层深入的，首先否定了人类“征服自
然”的口号，认为这实在是自不量力的妄想，因为与大自然
相比，人类的智慧实在算不了什么，人类的许多认识很幼稚，
而大自然的智慧却是无与伦比的。接下来作者进一步强调人
类的智慧也是大自然所赋予的，是自然智慧的一局部，人类
与大自然其他事物其实是兄弟关系。因此，我们应该敬畏自
然。虽然作者的某些说法不无偏激之处，但对自然坚持敬畏
之心，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使人们对自然存有几分
小心，不敢妄动胡来。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解除了对自然的
畏俱，也使人类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力量，解除了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的人类，总是为着自身的私利由着自身的性子胡来，
最终损害的还是我们人类自身。

我在教这篇课文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引导同学学习。一是考虑



作者的观点，并参照自身对待自然的态度作一番检讨。作者
立意高远，眼界开阔。能从久远的眼光和大宇宙的角度来考
虑问题，但是也有一些说法还可以商榷，可以引导同学思辨、
质疑。二是作者的语言。课文中的许多句子有着丰富的哲理
性和思辨色彩，应该认真揣测。另外，作者通过拟人、比喻、
反问等修辞手法把笼统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也值得认真学
习。

为让同学学有所获，贯彻新课程规范上提出的“同学是学习
和发展的主体”。对本课的教法我充沛考虑学习的主体，即
同学的实际情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同学在课堂上注意力
高度集中的时间一般只有20分钟左右，假如较长时间不改变
教学方法，同学的注意力就会分散，所以教学的第一点就是
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并进行适量变化，让同学坚持较高的
学习兴趣和较高的注意力。我在教学之初采用情景导入法，
先让同学看《自然灾害》的视频资料，看后让同学谈感受，
这种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同学学习的积极性，接下来我又根据
教学内容，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如文章中有局部字词是必
需掌握的，我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与问答法解决，针对教学
重点，我采用情景激励法、投影展示法、分析法、比较法和
引导法，针对文章难点，主要考虑采用点拨法、分析法、提
问法、诠释法等，由于使用了恰当的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当然，无论采用什么教学方法，最终还得落到同学身上，新
课程规范提出要“充沛激发同学的主动意识与进取精神，倡
议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同学课堂上的学法
重点就在体验学习与探究学习上，整体掌握课文时我采用默
读法、圈点勾画法，既教给同学方法，又使同学了解了课文
内容。探究学习时，我采用问答法，最后由同学发言、总结。
这样巩固知识、培养能力，让同学能有一点收获、有一点提
高、发展。

新课标注重培养同学的能力，据此，我在同学学完课文内容



后，让每一位同学以《环境维护从我做起》为题写一篇作文，
让同学真正懂得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需从我做起，从而，
增强了每位同学的环保意识，既培养了同学动手写作的能力，
又使同学受到了思想教育。

总之，这节课我能紧扣课标，采用灵活多变的教法和学法，
使同学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钟内，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
轻松地完成了本课的教学任务。

敬畏生命教学反思篇二

普通的鱼需要靠着能胀缩的鳔，储气浮沉。但鲨鱼无鳔，它
必须拼命游动才不不能致葬身大海，那是它的悲，也是它的
幸。结果，它成为海上霸王。

这就是生命！

生命正是如此，如果你想活下来，就必须适应大自然的残酷
法则，弱肉强食，这便是大自然简单的法则，冷酷的法则、
血腥的法则、不得不去遵守的法则。你可能会说我们是生活
在社会中，大自然那套没用，那么，你错了！大大的错了，
别以为社会中没竞争，实际上你身边就有许多例子：三年级
的孩子家长听了什么“学习要从娃娃抓起”之类的话，于是
孩子的周末被占得满满的；六年级不用说了，升学二字将他
们变成学习机器…。。。例子数不胜数。

敬畏生命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和步骤

导入新课感知课文理出文章脉络整体感知课文,揣摩、把握关
键词语揣摩导引思考生活关注自然(一同学们所熟悉的”种
子”为话题)我们在小学学过一篇课文,叫作《种子的力》，
种子的力量有多大呢？虽然我们在课堂上不能用科学方法计



量，但那篇文章理由过生动的描述，想必大家还能回忆起来。
种子发芽可以顶破人力无法打开的人的颅骨，还能绕过坚硬
的顽石，从石缝中曲曲折折的钻出地面，令人不能不佩服它
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一类种子是靠纤维传播的，比如柳树、
蒲公英，如果仔细观察这类种子的传播过程，你会产生怎样
的联想呢？今天我们来读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一篇散文，看
看他是怎样看待这一自然现象，并从中吸取精神养分
的。1．请同学们分段并朗读课文，老师注意正音反馈2．要
求同学思考：（1）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2）标出暂时
不理解的句子3．明确：文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1-2自然
段描写所见到的景物,第3-5段写自己的感受.4．正音:根据学
生的朗读情况,要求学生注意下列带点字的读音.纤维奢侈浑
然不觉湖畔5.练习:集体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1．思考：
文章第一部分叙述了一件什么事，描绘了怎样的景象？请将
作者所描述的景象复述出来。（思考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把
握文中的关键语句，练习概述文章要义）明确：“湖边有几
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
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第
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思考文章第二部分：这件事引起了我
怎样的感想？找出能显示做作者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的语句。
明确：词语：诧异，震撼，折服，敬畏，碰撞，感动语句：
我几乎第一次遇见生命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
计成本的投资而感动。（1）做着“诧异”的原因是什么？她
究竟被什么所感动？为什么说生命是的投资是“豪华的、奢
侈的、不计成本的”？明确：树不分昼夜的飘送种子，为撒
播后代竭尽自己的全力，而成功率却极小。（2）我们从出生
开始，就不停地接触各种生命，打作者为什么说“我几乎是
第一次遇见生命”？这里的生命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明确:句
子中的`生命不仅指生命的现象，更强调生命的本质意义，作
者以前对身边的生命形式并不经意，更没有去思考它们的本
质意义，而这次飞絮飘种的情景引发作者第一次对生命的意
义形式和本质进行思考。使她从中领会到生命的本质意义---
---在于无私的传递声明，不惜代价，不求回报。（3）“那



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土地”指什么?教会她怎样敬
畏生命？怎样理解作者含蓄表露的思想感情？明确：“土
地”比喻“心田”计后面所说“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敬
畏应是“敬重不敢轻视”。作者由植物传递生生不息的执著，
“投资”之巨大，感悟到生命传递的神圣，生命价值的可贵，
从而得到人生的启迪。引发学生思考文章的实际意义，以及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游没有轻视生命的现象？作家们往往从大
自然中得到感悟，吸取精神的营养，我们从提高认识和积累
写作素材的角度，谈谈人于自然的关系。提示：1、提醒学生
防范社会上出现的青少年吸毒、轻生、游戏人生等不良现象。
2、引导学生和关注大自然，发现人于自然的共同之处，从中
吸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敬畏生命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了《敬畏自然》一文，反思如下：一，
在上这节课之前，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还是
觉得有些过少，今后一定多准备资料。二，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这句话并不是只喊喊口号的，一定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真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人们应该
严重对待这一问题了，应该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

教学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引导学生学习：

一是思考作者的观点，并参照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作一番检
讨。作者立意高远，眼界开阔。能从长远的眼光和大宇宙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是也有一些说法还可以商榷，可以引导
学生思辨、质疑。

二是作者的语言。课文中的许多句子有着丰富的哲理性和思
辨色彩，应该认真揣摩。另外，作者通过拟人、比喻、反问
等修辞手法把抽象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也值得认真学习。



敬畏生命教学反思篇五

我们似乎一直坚信，我们是自然的主人，可在我们令自然屈
服的过程中，却不得不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毕竟我
们也是这个地球的生灵，我们影响其它生物同时也触动自身，
我们常常以自己拥有智慧而自大，殊不知人类的智慧只是大
自然智慧的一种工具，读完本文，你也许会有如此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