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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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篇一

《妈妈睡了》是一篇浅显的抒情性的阅读课文。这篇课文通
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睡梦中的妈妈真美丽、好温柔、
好累。文章以流畅自然的语言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辞藻，不
见雕琢的痕迹，但是给人亲切热情的感觉。

综于以上的理解，我在设计过程中，首先指导学生自己读课
文，然后听课文朗读，对学生进行有层次地读、听训练，渗
透学生对睡梦中妈妈的了解。其次通过对词语“明亮的、弯
弯的”的仿写，考验学生对平时对词语积累的程度。然后通
过启发学生想象，联系学生的生活，夸夸自己的好妈妈，在
训练学生说话之余又感受到妈妈对孩子的关爱，让学生学会
爱自己的妈妈。最后借助国学诵读《游子吟》结束本课的教
学。全程由歌曲导入，又由歌曲结尾，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情
感共鸣。

我觉得本课的出彩之处在于注重学生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比如
《朗读三字经》，从一点一滴处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
是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的好妈妈，从而引发学
生的情感共鸣。但是不足之处还有很多：

1、全程没有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老师讲得多，学生说的少。

2、没有顾及写的环节，可以让学生仿写“睡梦中的妈妈”，
结合生活实际，写一些自己的妈妈。



3、全程没有侧重点，本课的亮点没有突出，全程都是老师在
一步步的追问，没有培养学生语言组织的能力，没有给学生
更好的思考时间，导致本课有些支离破碎。

在日后的教学中，我将全面兼顾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
训练，把课堂还给学生，多给学生留时间，让学生做课堂的
小主人。在日后的授课中，要做到授课有亮点，授课思路清
晰。在教学中，我还要将课堂的语言训练和课外的生活实践
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使学生从单一的语文课堂步入广泛
的社会语文空间。更好地依托阅读教学积累语言、运用语言。

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篇二

《妈妈睡了》是一篇浅显的抒情性的阅读课文。这篇课文通
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睡梦中的妈妈真美丽、好温柔、
好累。文章以流畅自然的语言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辞藻，不
见雕琢的痕迹，但是给人亲切热情的感觉。因此，教学这一
课时，我引导学生以读为本，以情为线，感悟真情，理解为
客。教学预设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落实反思如下：

1、在导入时，我让学生齐读课题，简单的一句“你们这样的
声音妈妈会醒的”学生能马上根据平时的生活经验，知道
《妈妈睡了》要小声读，如果大声会吵醒妈妈。根据此来指
导学生感情朗读课题《妈妈睡了》，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对妈
妈的情感体验，使孩子们在对妈妈的爱的情感体验下进入了
文本。

2、一个问题“那睡梦中的妈妈是什么样的？清晰明确妈妈的
三个样子“真美丽、好温柔、好嘞”，同时在朗读的过程中，
让学生的带着问题进行倾听可以使学生置身其中，情不自禁
地关注、向往、投入。

3、注重学生对文本的朗读。



1、课堂的时间结构掌控的不好，导致前松后紧。前面有一些
不必要的浪费课堂时间了，导致后面的拓展延伸和写字教学
很仓促，同时没有完成课堂小结。

2、教师的语言还不够精练。

1、教师备课时候应该自己再无学生状态下，试讲一下，能够
更好的掌握好时间。

2、教师再备教案时再精练自己的语言。

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篇三

《妈妈睡了》这是一篇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叙述了午睡时他的
所见所闻。课文所表达的是母子之爱，孩子爱妈妈，是通过
孩子对妈妈的直接观察来表现的；妈妈爱孩子，是通过孩子
观察时的想象来反映的。

课堂的难点就是，可能孩子们只是感觉到这是一个孩子在观
察自己妈妈睡觉时的样子，并不能深刻领悟到这是一种母子
之爱，所以，在授课之前，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观察妈妈的
作业，可以观察妈妈做饭、洗衣服、陪自己写作业等等，在
课前引入时我就用了孩子们的观察日记做铺垫，譬如：姜昊
月同学就观察了她妈妈用手洗衣服以及晾衣服的过程，当她
说完细致的过程后，我引导；那通过你观察到的这些，你有
什么感受，有什么想说的话吗？孩子一下子就明白了，是一
种母爱，是妈妈爱我的表现。同时我也告诉学生，其实，你
这样认真地去观察妈妈，并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是爱妈妈
的一种表现。此时，再让学生去初读课文，就有了一定的铺
垫。

虽然这一课教学建议只有两课时，可我竟然用了近四课时才
结束了这一课，为的就是能给孩子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初步让学生感受到这是一种母子之爱后，



我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采访妈妈”的作业，也是为了第二
课时分析课文做下更深刻的铺垫，我给孩子们布置了采访的
问题：

第一个：请妈妈讲一讲生你时的感受？

第二个；你长这么大，最让妈妈担心和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第三个：妈妈有什么想对你说的话？

没想到这一项采访活动大大吸引了孩子和家长，很多孩子不
仅做了采访，同时妈妈还将采访的过程记录了下来，当我第
二天在课堂上朗读采访稿的时候，孩子们被吸引了，很多没
有记录采访过程的孩子，居然在中午回家这段时间中又忙着
给补回来，下午一来就主动交给我了。自然，在第二课时深
入感受母子之爱的时候，就容易多了，孩子们的发言很踊跃，
理解的也很深刻，并且还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畅谈。

为了能将这一课做更好的延伸，我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与家
长互动的作业，就是在学校里悄悄地给爸爸或妈妈写一封信，
说点心里话，说什么都可以。回到家，把信拿给爸爸妈妈看，
同时也要他们给你写回信。这一项活动，似乎又大大增加孩
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家长们也是极为地支持，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给孩子写了心里话，虽然有的仅仅是只言片语，但却
浸透着真挚的情感，当我在课堂上朗读的时候，我被感动得
眼睛也湿润了，孩子们的言语是那么无邪深情，家长的心声
是那样发自肺腑，到处浸透着深深的爱。

这一课结束后，反思一下，课堂的一些即兴设想远远超出了
我在备课时的设想，并且从教学效果上来看，达到了教学目
的，突破了重难点，在今后的教学中，我想，课堂中我还是
要多动脑筋去思考，毕竟教案只是参考，知识的渗透还需在
课堂中灵活掌握。



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篇四

《妈妈睡了》是张秋生写作的短文，这是一篇以一个孩子的
口吻，来叙述午睡时他的所见所闻。文章脉络清晰，先写妈
妈睡熟了，再写睡梦中的妈妈美丽、温柔、劳累。主句明显，
便于孩子提取信息。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母子之爱。孩子爱妈
妈，是通过孩子对妈妈的直接观察来表现的；妈妈爱孩子，
是通过孩子观察时的想象来反映的。

文中有很多“的”字短语：“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
毛”“红润的脸”“乌黑的头发”。文中出现了一个省略号，
省略了妈妈微笑的其他时刻的样子。文章语言流畅自然，给
人亲切美好的感觉。我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以识字写字为主
要学习任务，认识了6个生字，写了三个生字。以指导学生进
行有层次地朗读为重点。通过对“明亮的眼睛”、“弯弯的
眉毛”“红润的脸”等词句进行交流，从文中提炼语言，抓
住重点词语的理解，明确积累目标，对学生进行积累语言，
运用语言的能力训练。通过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的朗读，让
学生感受到妈妈对孩子的关爱，让学生学会爱自己的妈妈。
下面我就自己的教学设计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几点感想作以
下反思：

1、在导入时，由老师配乐朗读的诗歌，加上课件上打出的母
与子的卡通图片导入课题《妈妈睡了》，我让学生读好课题
中的两个轻声，根据此来指导学生感情朗读课题《妈妈睡
了》，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对妈妈的情感体验，使孩子们在对
妈妈的爱的情感体验下进入了文本。“那睡梦中的妈妈是什
么样的？我们来看课文动画。”在优美动听的动画朗读下，
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倾听。可以使学生置身其中，情不自禁地
关注、向往、投入。

3、第一课时重点学习了“睡梦中的妈妈真美丽。”和“睡梦
中的妈妈好温柔。”这两个部分。在理解这部分中，有两个
词语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理解上有一定难度，是“红润”和



“温柔”。对于“红润”“”的理解采用看插图和寻找身边
红润的小脸蛋的直观体验来理解，“温柔”则是在教学中，
通过学生的生活经验来理解，让学生逐步学会以语言文字为
依托，紧密联系生活，来揣摩语言文字的内涵，体会文章内
在的思想感情。强化个性体验。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感
情朗读。

4、有的学生可能对睡梦中的妈妈很美丽感触较深，在谈论时，
我让学生在评价他人的朗读中对“明亮的眼睛”、“弯弯的
眉毛”“红润的脸”等词句进行交流。并创设情境，“妈妈
睡着了，你能告诉我，睡梦中的妈妈到底有多美丽”，让学
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达到积累的目的。在谈“睡梦中的妈
妈好温柔是”时，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抓住睡梦中妈妈在微
笑，很温和，来理解“温柔”，感受孩子对妈妈的爱。另外，
通过“在睡梦中妈妈又想好了一个故事，等一会儿要讲给我
听。”来体会妈妈对孩子的爱。在交流中感受妈妈是真的很
爱自己的儿女的。

5、在学生充分朗读后，留下关键词语，再次进入情境，让学
生看着词语来说一说“睡梦中的妈妈有多温柔。”抓住重点
词语的理解，明确积累目标，对学生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
能力训练做了指导，使学生受益颇深。

课文妈妈睡了教学反思篇五

“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毛”“红润的脸”等词句进行交
流，从文中提炼语言，知道作者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
这样写好在哪儿。

2、句、段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进入中年级语文课程学习的重要
内容，平时的语言阅读教学就不可疏忽，由此，在谈“睡梦
中的妈妈好温柔”时，“温柔”一词对于学生理解来说是一
个难点。处理这个问题，我用了读文想象，展开生活联想的
方法，使得学生进一步学习积累语言、运用语言。



问题的设计还不够巧妙。提问要做到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
能力，不要过于深奥，也不要过于浅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