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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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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二教学反思篇一

三年级是个过渡时期，是从低年级到中年级的转变，这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花花绿绿的教科书
时，我的心里总觉有些茫茫然，如何来完成这册书的教学工
作，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年级的孩子，总无法在４0分钟内自始至终完全集中注意力。
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感觉力不从心，我明明认真备过课了，
但为什么孩子们就是不想听我讲课呢？对孩子们在课堂上的
表现，对自己不能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我感到很失望。但
我没有气馁，而是虚心的请教了我的师傅曹老师，并听了她
的家常课，我发现她课堂上的孩子们学得既开心又认真。课
后我也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我顿然醒悟，备课不仅仅是
备课文，还要备我们的授课对象——孩子。爱玩是孩子的天
性，要想办法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让他们由“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发现了这一点，
我的生字教学就相对比较成功，并不是一味采用死记硬背的
方式，而是带有游戏性质的教学过程，让孩子们玩“填字成
词”、“连字成句”等游戏，在游戏中记忆、巩固生字。孩
子们也乐于用这种方式来学习生字，不仅学的快，更不容易
忘记。

三年级的孩子，三门主课的作业量比较大，相对而言，用于
阅读的时间就减少了，因此现在的孩子都不愿意开口朗读，



就算站起来也是读得细声细气、疙疙瘩瘩，很不尽如人意；
也有一些学生，拿到一篇文章，读来声若洪钟，读后却只字
未留在脑海。怎样才能逐步的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养成初
步的语文素养呢？我在班上建立了图书角，鼓励学生多读书，
对爱好读书的孩子及时给予表扬情况。俗话说“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只有通过多种方式的不断朗读和老师的讲解，
课文的精髓才能转化为孩子自己的东西。阅读是一个很重要
的环节，在一学期的教学过程中，我多次开设小小读书交流
会故事会，这样的小型活动，都可以培养他们的口语交际的
能力，让他们向同伴介绍自己看过的书和朗读自己喜欢的故
事给同学听。

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反思，值得去探究，纳起来
有以下几点：

我刚教三年级语文教材时，初感新奇，教材内容形式多样化，
但同时又担心应如何吃透新大纲精神，把握教材内容，充分
发挥教材的精湛之处。要想让学生一堂课40分钟全神贯注的
听讲确实不易，就算是好同学也很难做到。老师讲课的时候
必须让他们把焦点放在老师身上。开始上课的时候常常觉得
力不从心，觉得孩子总是不那么认真专心的听课，总要开小
差，常常半路停下来处理课堂纪律问题。反省觉得是自己纪
律没抓好。我开始反思课堂纪律不单是孩子的问题，更多的
也是老师的问题，正如所说“我拿什么去吸引你——我的孩
子。”后来我开始注重提高课堂本身的趣味性，更加用心的
去好好的备课。你的课有激情，同学们也容易被你的激情所
带动，所感染；你的课有意思，同学们才乐意全身心的步入
你的课堂，走进乐于学习的世界。所以要用心备课、认真备
课，不备好课，不进课堂。

首先要大胆放手，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学生自主预习，
让学生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能够在初读的时候学生字，组
词，读顺课文，摘抄课文当中的好词好句，做到课前的自主
学习。小语修订版大纲认定，“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



因而，“要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主动地
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孩子的成长基本上得益于自己的学
习。

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鼓励
他们多读多看，同时开设小小读书交流会或是让他们写读书
笔记。一能培养他们的口语交际的能力，让他们向同伴介绍
自己看过的书；二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好三年级的新增内
容——作文，让他们把写读书笔记当成习惯积累，也当成一
种练笔。另外，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提出“人才只靠人
才去培养，能力只能靠能力去培养，才干只有靠才干去培
养”的论断。言尽之意就是说“名师出高徒”。当今，是高
科技的信息社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知识，开阔视
野。学生素质的提高对老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新教材的内
容更是从古到今，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要力
争使自己成为一名学者。在学生眼里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
更要是智慧的化身，无事无物不晓。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学者，
平时应该多读书、多积累、多思考、多实践、多总结。更要
重视新教材中参考资料的学习，因为这与学生的学习有着直
接的联系。

在教学中，我还有很多明显存在的不足。比如有时课堂开放
过度，常常不能调控好；或是合作学习流于形式，对学生的
指导方法还不够技巧等。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全新的教材，
我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反思、在不断的反思中进步。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二教学反思篇二

是叶圣陶老先生所写的一篇抒情散文诗歌。这首诗以瀑布为
主题，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诗句使用叠句、对偶和排比，十
分富于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适合中年级学生阅读。
这么美的一首诗歌，冲着孩子们高涨的朗读兴趣，我当然不
能把它上失败了。因此，课前我进行充分的准备，从查资料、
请教年老教师、做课件，到怎样把学生自主学习放到第一位，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品读诗歌。经过我一系列地修改，最终确
定教程设想：声音感知——体会感情——感情朗读——熟读
成诵。

《游园不值》教学反思：

让学生带着感性的认识走进课文，在学习课文中，逐步建立
理性的认识，从而升华自己的思维的广度。我想这是非常必
要也必须的。学生带着自己的点滴收获，走进诗歌，也找到
了和诗歌进行交流的物质准备，为学生走进诗歌奠定了基础。
同时，画面上所带来的疑问，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在随后的学习中，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主动站起来告诉
大家，我现在终于懂了什么什么等这样惊喜的回答。从他们
脸上流露的满足和成就感，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成长和思考而
高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二教学反思篇三

以“荷花”入文，应该说古今诗歌散文中是非常多的，
爱“莲”之人多如牛毛。苏教版国标版十二册中，关于“荷



花”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比如《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二
下）、《荷花》（三下）、《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五
下）。文人爱莲，世人也爱莲。而叶圣陶的《荷花》应该说
是名篇了，短短三百余字，让我们感受到另一种荷花之美。
叶先生的荷花既不是“我看见小小的荷塘，真想变成大大的
荷叶。荷叶像一柄大伞，静静地在荷塘举冷战。小鱼来了，
在荷叶下嬉戏，雨点来了，在荷叶上唱歌……”，也不是杨
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是给
人一种独特的陶醉。

思考之中，我感觉到这是因为“陶醉”会让人终身难忘。何
为陶醉？词典中说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感受之中就是陶醉。叶
先生的确沉浸在荷花之中了，否则写不出这么美的文章。学
生学习这篇文章，如何让他们也陶醉呢？记得教我的老师是
这样做的：

大声读，反复读，人人都能够高声背诵。老师弹着琴，让我
们轻声背，反复练，并且参加学校朗诵比赛。看来，我以前
的语文老师是花了代价的，从内心上也感谢我的语文老师，
让美文走进了我的世界。现在看到荷花，我还会吟诵，因为
童年的记忆没有消失。

今天，也应该让学生这样享受式的读，因为只有读，才能产
生最佳的感受。

继续思考着这一课，我个人认为还应该把陶醉这个词还给孩
子，让孩子明白陶醉是多好的事。人的一生，所看的景一定
很多，所经历的事一定不少，让自己陶醉与其中的事肯定不
是一件。陶醉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最美的，也最值得回忆的。
陶醉的故事对于他人来说，其实同样是美的。如何把自己的
陶醉奉献给世界？最佳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陶醉用笔记下来，
写成文章。所以说，通过这一课的教学，用陶醉引领学生从
另外一种角度明白写作的`价值，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因为收获的是陶醉，所以最幸福！因为收获着陶醉，所以最
美！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二教学反思篇四

在突出重点部分，也就是捞铁牛的准备工作部分，通过课件
动画展演，学生理解和掌握较好，学会了抓住关键词概括小
标题。准备工作的第三步，并船搭架，学生不易理解，我有
效地利用课件资源，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并船搭架，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准备工作。很好地
突出了教学的重点。做到对学生适时地鼓励，在课上几名基
础较差的同学胆子小，不敢回答问题，在我的鼓励下，也能
勇敢的回答问题，我想经过这节课的`锻炼，对他的成长是有
好处的。

一年级语文百花园二教学反思篇五

《账单》是北京版三年级上册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讲的是
小男孩彼得给妈妈开了一份账单，索取他每天帮妈妈做事的
报酬。当小彼得在餐桌旁看到他索要的60芬尼时，同时也开
到了妈妈给他开的一份账单。正是妈妈的这份账单让小彼得
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无价，他惭愧地把索取来的报酬塞进
了妈妈的口袋。

本课堂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了研读妈妈的账单和彼得的账单这
一重点部分。整体设计遵循从“整体——局部——整体”这
一大原则。尤其在研读这两份账单之时，设计多个环节，追
求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的学习感悟。第一层次是整体感悟，
要求学生读课文，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尝试概括课文主要内
容。偶尔发现有的学生竟然用上了“如愿以偿、羞愧万分”
这两个词语概括文章内容，我顺势引导，暗示孩子能够用上
文中关键词语说出文章内容太好了。激发了孩子积极性，接
下来几个孩子也用上了这两个词语说出了文章主要内容。第
二层次是研读品味两份账单，体会母爱无私、无价。这一层



次我又分三步走，力求让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入，而不是瞬间
深入，速度慢下来，给学生思考体会的'时间、空间。

最终追求孩子认识、自身能力呈螺旋式上升。第一步，要求
学生默读课文找到这两份账单，我深知培养学生快速准确地
搜集信息很重要，也是《课标》中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要求之
一。这一步很容易，孩子第一时间便找到了。第二步要求孩
子再细读两份账单，从账单上知道了什么？这就是学生搜集
处理信息的再深入。学生牢牢抓住文本信息，文本语言，进
行反馈输出。第三步，是对比品读课文，找到两份账单的不
同之处，认真研读体会，通过不同点品出妈妈的爱是无价的！
第三层次是借助板书设计，再次回顾课文，再次回到整体，
使学生认识在提高！这些环节基本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深入文本的！整体来看，效果还可以！孩子们最终说出了
对“0”芬尼的认识，感悟到了母爱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