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教学大赛后的反思 
——如何上好每一堂课 

◆王  琳 

（芜湖市城南实验中学） 

 
摘要：通过几次比赛，在比赛后对所上内容进行反思，根据优秀的教学

案例揣摩自己的教学，让一堂课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好几次的转变，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念，开拓自己的思路，让自己的课堂成为

学生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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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心思上好每一节课 
记得第一次参加初中的优质课评比,我抽到的是《香菱学诗》

这篇文章，我先前从来没有上过，回来后第一时间找教材研究，
一看教材我傻眼了,首先，它是初三的一篇自读课而且课文内容
较长,我想，如果不是参赛 对于这样的课文在教学中我只会关注
这篇文章的作者和作品的介绍,对课文内容只会让学生简单了解
一下就结束,毕竟初三面临中考,这时候更多的是围绕考纲转,对
于这种课文不会重点去上,更不会花心思去研究怎么上,我还在想,
运气真不好,抽了个这样的题目。可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
比赛，在教学设计上总得有点创新,于是,我想如何找出分析文章
的切入点,根据篇幅比较长这一点,我想,如果按照传统教学方式,
让学生整体把握文章,再抓重点段落,重点语句进行分析,最后归
纳人物特点,探究文章主题,那根本没办法一节课完成教学,于是
我反复阅读文章，最后抓住文章当中的两句话，我觉得可以以此
为切入点，设计问题，将文章脉络理清，展开教学。去市里比赛
获了二等奖，后来，我们观摩了一等奖老师的课堂教学，这时我
才豁然开朗了，我和别人的差距在哪？我在准备教学设计时是想
着我自己怎样才能更好的讲授这节课，而别人关注的是如何让学
生更好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怎样最大可能的调动学生的潜能，
让学生能更好地成为课堂的主体。反思后，我的教学发生了以下
转变： 

1、课堂要有创新  
（1）开拓思路，创新教法  
创新课堂，首先得创新教学方法。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根

据不同内容，不同学生，对教学内容作出合理整合，精心设计教
学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记得曾经在一次观摩
教学中，有位教师上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这篇文章，他把自
己的这种上法称之为“斗尾倒蛇法”，就是文章从最后一个自然
节入手，一步步理清思路，探究主题。我觉得一步一个问题，一
个悬念解开，又设置新的悬念，剥茧抽丝，学生顺理成章探究主
题。我后来在我的授课中上《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我也采用了
这种方法，课堂反应较好，学生更容易理清思路，文章的主题更
容易让学生挖掘，学生的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之后，我还深入
思考了，有些课文为什么不能从中间上呢？比如在上《从百草园
到三味屋》一课时，我抓住文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自然节入手，结
合文题让学生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不同描写，不同情感来探究
主题，我觉得也还不错。 

（2）创建灵动的课堂教学形式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高效语文课堂一定要远离套式， 因

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创造灵活多样的课堂风格。就如山珍海味
天天吃也会犯腻，偶尔弄点咸菜萝卜也会有滋有味，所以，课堂
的教学绝不能千篇一律。 

2、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1）巧妙的设置问题 
听过很多老师的可之后会发现，但凡比较成功的课堂，都能

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展开教学，而授课教师也一定有高超的课堂
提问能力，问题的创设既启发思维、活跃气氛又紧扣教学目标、
考虑学生实际、突出教学重难点、绝不是毫无目的乱提。记得在

上郑振铎先生的《猫》这篇文章时，我在班级开展了一次活动教
学。我设置了三个活动，一个是我是小警察，一个是我是大法官，
还有一个是我是小记者，我把平时的问题通过警察、法官、记者
等三个职业特征的专业术语表现出来，比如犯罪嫌疑人是谁？案
发现场怎么样？作案动机是什么？案件性质是什么？学生的兴
趣很大，讨论的很顺利，课堂效果显著。 

（2）合理的教师点拨 
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点拨”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门艺

术，常言道“点而不到会而不发，点之过度越俎代庖”，因此，
教师在点拨时要做到适时、适度、适当，既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又不会让课堂失控。 

教学不光是教，还得学 
几个月后又有一次比赛，是全市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大

赛，这次对参赛篇目没什么要求，只是要体现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整合作用，我想到了上次参赛的《香菱学诗》，我可以把上次
没有做好的地方加工一下，至于信息技术整合，我想就是上课使
用 PPT，播放点视频或音乐，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的教学环
节中都涉及到了，于是我信心满满的报名了。 

过了几天去参加预备会，开会的过程中我就有点坐立不安
了，会议中涉及到的有些名词是我闻所未闻的，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概念。我听的是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回
来之后连忙上网学习，弄清这个比赛中涉及到的课型到底是怎么
回事，这些课怎么上，课件怎么制作，让我又一次感受到，大赛
就是鞭策我在教学中不断学习，认识到教学不光是教，还得自己
学，想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缸水，因此在教学中我又发
生了以下转变： 

1、加强自主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教的时间越长，越感觉自己现有的知识和水平与现在的新教

材相比，力不从心。一切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手段都只有
通过学习才能让自己更好地运用于教学。  

（1）掌握先进教的学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先进的教学手段也在不断涌现，微课的制

作、多媒体的使用等无不要求我们教师要掌握更多的技术手段，
让这些先进的技术服务于我们的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朝着更合理
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2）了解先进的教学理念 
新课程提出：“一切改革首先是理念的更新，因为理念是行

动的向导。”因此，想要让自己的课堂教学跟上时代的步伐，那
么首先你得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作指导，因此，要抓住任何一次学
习的机会，时刻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 

2、加强心理学学习，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我们在教学中会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专业素质都很强的老

师，有些老师深受学生喜爱，有些老师的课学生却不愿意听，究
其原因，教师没有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学生，使师之间产生不了
心灵的共鸣。所以，学生只有感受到教师的善良和诚挚的爱心，
才乐于听从老师的教诲。教师的语言要有魅力，要富有人情味、
趣味，同时又要富有哲理性。这样的语言才能让学生愿意接受，
达到教育的目的。暖人的话语，滋润心田，可以使学生深深感到
教师真诚的关爱，从而拉近师生的距离。记得我曾经担任过我们
学校对口班的语文教学，刚接手这个班的教学，一看教材，大多
数文章是这些孩子们已经上过的，于是我想我再来上学生肯定觉
得无聊，没兴趣听，所以我课下花了很大的功夫，找了许多课外
的知识补充课堂教学，可学校在做课堂效果调查时，学生们给我
提出的建议是：希望老师多关注课本，不要讲太多课外的东西。
拿到这样的评价我开始觉得很冤枉，自己讲课外的内容，备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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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大，学生怎么不理解我呢？可转念一想，是我不理解孩子，
我不了解他们的想法，进入这个班级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考本科，
对口高考的语文考试特点就是以课本知识为主，这些内容他们曾
经是上过，可掌握的并不好，他们希望再上一遍，补缺补差。由
此可见，想要有和谐的师生关系，还得了解孩子的心理。 

总体把握，提升教学 
这次比赛后，又参加了全国的信息技术课程整合比赛，在这

次参赛的观摩课上看到一位老师上的一堂专题课让我感触颇深，
它将一个单元的内容，提炼出一个专题，进行专题探究学习，前
期准备了将近一周，最后展示学习成果。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上
的《香菱学诗》这篇文章，我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把这篇文章放
在初三？再纵观整个单元,选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一些章节,
我想编者决不是让我们简单的就上这一课了事的,初三的孩子，
马上就要进入高中学习了，已经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了，这个单元
的安排，更多的是想激发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之情,因此,
在后来的课堂教学中,我把整个单元当成一个专题来上,我又回归
到忽视课文内容的讲解上,但这次,我是在班级开展了《我最爱的
四大名著之…》主题活动,在开学初就布置任务,希望每个学生选
一部自己喜欢的名著进行阅读，要么介绍自己喜欢得人物,要么
介绍喜欢的故事情节,只要和这个著作相关的内容都行，每个孩
子 5 分钟左右的时间上台讲给全班同学听,一方面锻炼了他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了每个孩子的阅读量,我觉得学生跳

出了狭隘的小框框,真正提升了孩子们语文素养。从此我的课堂
又发生了以下改变： 

一、整体观照教材，明确三维目标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课程目标和具体的教学内容来

确定详细的教学目标以便选择教学内容和确定教学效果。教师要
从整体入手，加强前后知识点之间的沟通，用联系、发展的观点
来分析教材。内容为什么这样设计?教材为什么这样编排?结论为
什么这样导出?还要想一想:学生学习这部分内容的知识基础是
什么?它对后续学习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在备课时既要想到知识
点的深度、广度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太深上下来毫无意义太浅
又会浪费时间），又要横向、纵向联系（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或
本门课前后、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无处不在）突出重点、难点。
将这些经过反复的推敲后确立明确的三维目标展开教学，最终遵
循准确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三个原则 

二、摆正心态，参与比赛，自我提升 
从我一次次的比赛来看，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新的学习，

每一次比赛，都有一些新的收获，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积
极参与比赛，在大赛的磨砺中不断进步。 

总之,作为一名教师，想要上好一堂课也许不难，但要上好
每一堂课并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反思,努力创新，你
的课堂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