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 人教版一年
级美术花点心教学反思(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一

《花点心》一课是一年级上册第六课。在备课室考虑孩子年
龄小，爱说，爱动，爱看动画，喜爱动画形象的特点，我着
重对本课做了教学情境的设计。

教学中设计了唐老鸭开快乐点心屋这个情节，从参观唐老鸭
的快乐点心屋到参加快乐点心屋明星面点师的评选活动，课
堂上孩子们被吸引住了，都很兴奋，投入的参与学习，我所
担心的说话跑动等乱的难以控制的局面没有发生，课后我想
也许是因为班主任在?我只是在狐假虎威罢了，不过课堂课堂
纪律我很满意，这要归功于教学情境对学生的影响。这节课
我还收集了很多花点心的图片，根据教学需要做成幻灯片，
造型新颖，花色图案装点漂亮的花点心令孩子们惊奇
的“哇”声一片，有效的丰富了学生的视觉感知，潜移默化
的启发了孩子们的思维。在技法传授上，“彩胶泥真听话，
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哪些形状”教学环节，注重引导孩
子们自主探究，先让孩子们说说自己会的方法，再让孩子们帮
“我”做花点心，就这样孩子们在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学
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的
非常好。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如
何给它做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中深
受启发，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
见，“花点心”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



快乐学习中迎刃而解。

教学中有叫人满意的片段，也有令人遗憾的败笔。遗憾之一：
在制作方法的学习这一块，我觉得自己低估了孩子们的能力，
用的时间有点多，无形中缩短了孩子们动手做的时间。我能
感受的到课堂上孩子们一显身手的愿望一直很强烈，而我却
压制他们的愿望，认为掌握了方法再动手才有保障做出好作
品，忽略了低年级孩子“吃一堑，长一智”的体验性学习的
重要性。遗憾之二:明星面点师的评选——学习评价环节处理
的有些草率，没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学生学习课桌没有
合理摆放，不便于学生合作交流和作品展示。欣赏评选时孩
子们挤成一团，没能认真的看，更没能好好的说，总体感觉
有点乱，自评、互评流于形式。遗憾之三：教学中小组合作
学习的组织很不到位。这也一直是我教学中难以突破的瓶颈。
学习中，小组长形同虚设，组员各自为战，学生作座位有望
其项背到面对面，改变的只是位置少时候交流分享更谈不上
合作学习的“携手共进”。如何改变小组合作学习的这种花
架子现状，我觉得在教学中要坚持开展，使学生养成合作的
习惯，在习惯中摸索合作的方法，探究合作的有效途径，品
尝合作的甜头，体验合作的快乐，不能临时抱佛脚。

教后回顾反思，我深切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教
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学
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生
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从学
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多给学
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孩子的才
华充分展示。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二

《花点心》一课是一年级上册第六课。在备课室考虑孩子年
龄小，爱说，爱动，爱看动画，喜爱动画形象的特点，我着
重对本课做了教学情境的设计。



这节课我设计了“彩胶泥真听话，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
哪些形状”教学环节，学生愉快的介绍着自己的方法：搓、
揉、拉、压、捏等，更重要的是还发现和使用了彩胶泥中的
模具。学生在自主探究、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学会了“花
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的非常好。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如何给它做
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中深受启发，
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花点心”
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学习中迎刃
而解。通过这节课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
教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
学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
生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
从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
多给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
孩子的才华充分展示。

这节课我还收集了很多花点心的图片，根据教学需要做成幻
灯片，造型新颖，花色图案装点漂亮的花点心令孩子们惊奇的
“哇”声一片，有效的丰富了学生的视觉感知，潜移默化的
启发了孩子们的思维。在技法传授上，“彩胶泥真听话，你
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哪些形状”教学环节，注重引导孩子
们自主探究，先让孩子们说说自己会的方法，再让孩子们
帮“我”做花点心，就这样孩子们在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
的非常好。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
如何给它做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
中深受启发，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
“花点心”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
学习中迎刃而解。

教学中有叫人满意的片段，也有令人遗憾的败笔。遗憾之一：
在制作方法的学习这一块，我觉得自己低估了孩子们的能力，
用的时间有点多，无形中缩短了孩子们动手做的时间。我能



感受的到课堂上孩子们一显身手的愿望一直很强烈，而我却
压制他们的愿望，认为掌握了方法再动手才有保障做出好作
品，忽略了低年级孩子“吃一堑，长一智”的体验性学习的
重要性。遗憾之二:明星面点师的评选——学习评价环节处理
的有些草率，没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学生学习课桌没有
合理摆放，不便于学生合作交流和作品展示。欣赏评选时孩
子们挤成一团，没能认真的'看，更没能好好的说，总体感觉
有点乱，自评、互评流于形式。

遗憾之三：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很不到位。这也一直
是我教学中难以突破的瓶颈。学习中，小组长形同虚设，组
员各自为战，学生作座位有望其项背到面对面，改变的只是
位置少时候交流分享更谈不上合作学习的“携手共进”。如
何改变小组合作学习的这种花架子现状，我觉得在教学中要
坚持开展，使学生养成合作的习惯，在习惯中摸索合作的方
法，探究合作的有效途径，品尝合作的甜头，体验合作的快
乐，不能临时抱佛脚。

教后回顾反思，我深切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教
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学
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生
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从
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多
给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孩
子的才华充分展示。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三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人教版一年级下册《识字6》中的第一
篇文章。

新课程改革后，语文新教材中每一篇课文后都有一个实践性
内容。从实施新课改到现在，我一直只重视课文后面安排的
的实践题，在上了《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课后，让我改变了



自己的看法，也真正体会到了实践操作题在农村中落实是比
较困难的。下面是我对《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教学反思：在
《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教学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自己去读然
后说说从中想到了些什么，有什么问题要提？其中有一个学
生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沙洲坝的'人吃水要到很远的
地方去挑呢？这个问题不是这节课的重点，我想如果要花时
间解释这个问题，就不能突出这节课的教学重点了。但如果
不告诉学生，又觉得是给学生泼了一盆冷水。我就趁机对学
生说，是呀，我们这儿一点也不缺水，可那儿为什么那么缺
水呢？今天老师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你们的回家作业，你们可
以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去找答案。第二天上课，当我走进教室，
有的学生已经守候在那。学生们说，他们那儿很少下雨；那
儿的气候跟我们这儿不同。站起来交流的人不多，可见这道
回家作业题的质量了。有一个学生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说‘我问了爸爸，可爸爸把话题转开了，没有告诉
我。’我们要让学生由“学会知识”转变为“会学知识”，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
力。可在我们农村中，父母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告诉学生
更多，而家中的书籍更是少得可怜，附近又没有图书馆，上
网查找对一年级学生来说更是困难。

从《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课中使我认识到，教材中的实践题，
需好好利用外，还需要想好一些对策。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我设计了“彩胶泥真听话，你能用什么方法把它变成
哪些形状”教学环节，学生愉快的介绍着自己的方法：搓、
揉、拉、压、捏等，更重要的是还发现和使用了彩胶泥中的
模具。学生在自主探究、互教互学的愉快学习中学会了“花
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学习重点学生掌握的非常好。
学会了“花点心”形状的多种制作方法，那么，如何给它做
上漂亮独特的花纹呢?学生从我提供的大量素材中深受启发，
在自己加小组同学的合作讨论中大胆发表意见，“花点心”



花纹的立体美化装饰难点在学生自主互学的快乐学习中迎刃
而解。通过这节课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学是创造人的艺术，
教师在学生学习方法的选择与指导上要下功夫精心钻研，教
学围绕“学生喜欢”设计环节，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学
生会的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去互学互通;教师要做有心人，从
学生身边去发现利用课程资源指导学生探究学习;学习中多给
学生探究、合作表现的机会;这种快乐学习的方法将使孩子的
才华充分展示。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正确认读本课“圆、严、寒、酷、暑、凉、晨、
细、朝、霞、夕、杨”等十二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古、
凉、细、夕、李、语、香”等七个生字。

2、能力目标：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3、情感目标：感受语言的对仗美，培养收集对子和对对子的
兴趣。

教学重点：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教学难点：了解课文内容，感受语言的对仗美。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具准备：生词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1、学生之间玩拍手游戏。



2、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对子歌。（教师板书：《识字6古对
今》）

1、师配乐范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多读几遍。

2、自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读课文，同时用曲线在文中标出生字
词。

（2）同桌交流，再读课文，借助拼音扫除字词障碍。（自读、
小组读、分段读）

1、检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圆、严、寒、酷、暑、凉、晨、细、
朝、霞、夕、杨”指名读。

（2）开火车读，小组竞赛读，评出认字小组。

2、写字。

（1）出示我会写的7个生字：“古、凉、细、夕、李、语、
香”，指名认读、领读。

（2）教师范写田字格中的生字，学生书空。

（3）学生描红、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课文，同学们注意给自己正音。

（2）教读课文，初步感知对子。



2、朗读课文，感悟课文。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正确、读流利。

（2）师生交叉读，教师读前半句，学生读后半句，读完以后
再交换。

（3）师：你知道文中这些有趣的组合叫什么吗？

生：对子。

（4）师：课文的对子中写了哪些事物？

生：雪、霜、和风细雨、桃、柳、杨、朝霞、夕阳、莺、燕、
鸟、花……

师：你见过这些事物吗？它们是怎么样的？（学生自由回答）

（5）引导想象，读到和风细雨、莺歌燕舞、鸟语花香时，你
好像看到什么？

3、背诵课文

（1）自由试背，同桌互背。

（2）分小组背，男女生比赛背。

同学们，对子是我国特有的，这节课从这些对子中你学到了
什么？

一年级雨点的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正确认读本课“端、粽、节、总、米、间、分、



豆、肉、带、知、据、念”等十三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
的“午、节、叶、米、真、分、豆”等七个生字。

2、能力目标：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正确理解课文内容。

3、情感目标：知道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初步了解其来
历及风俗习惯。知道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激发
爱国情感。

教学重点：识字，写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知道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初步了解其来历
及风俗习惯。知道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激发爱
国情感。

教学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能认识“端、粽、节、总、米、间、分、豆、肉、带、知、
据、念”13个生字，学会“午、节、叶、米、真、分、豆”7
个生字。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教具准备：生词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师：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什么节日？

生：端午节。



师：端午节都做什么？

生：吃粽子，赛龙舟。

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端午粽》这篇新文章。（板书课题：
端午粽）

1、师配乐范读课文，同学们边听边想，文章讲了什么事情？

2、自读课文，学习生字。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读课文，同时用曲线在文中标出生字
词。

（2）同桌交流，再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自读、小组读、
分段读）

1、检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端、粽、节、总、米、间、分、豆、
肉、带、知、据、念”指名读。

（2）开火车读，小组竞赛读，评出认字小组。

2、写字。

（1）出示我会写的7个生字：“午、节、叶、米、真、分、
豆”，指名认读、领读。

（2）教师范写田字格中的生字，学生书空。

（3）学生描红、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在这节课里，你学会了哪些知识？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知道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初步了解其来历及风俗习
惯。知道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激发爱国情感。

课前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知道了端午节吃粽子，那粽子如何包啊？需要
我们提前准备

什么材料啊？（学生自由回答）

师：下面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这篇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和。

1、教师范读。学生可以轻声跟读。

2、学生分小组读。

3、读了这篇课文你了解什么？小组之间互相说说，教师抽查
一个小组汇报。

三、深入理解课文。



1、文章有几个自然段？（四个自然段）

2、师：读文章第二段，说一说包粽子前要准备什么材料？

生：箬竹叶、糯米、红枣、线。

师：下面我们来观看一下包粽子的过程吧。（播放视频）

3、师：同学们，平时吃过什么馅的粽子啊？

生：红枣、蜜枣、豆沙……

师：那外婆给“我们”煮的什么馅的粽子啊？

生：红枣、红豆、鲜肉。

4、师：同学们，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吗？

生：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师：谁能给大家讲讲屈原的故事？（学生可以试讲，教师补
充）

屈原的故事

屈原，名平，战国时代楚国人，他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
早先很受楚王的器重，但他革新政治，推行强国的主张，遭
到了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地在楚怀王面前讲屈原的坏话。

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八座城池。看，这里就是秦
国，这里是楚国。

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八座城池后，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
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他知道秦国的议和是假的，
是骗人的。秦国要灭掉楚国才是真的。



屈原冒死进谏，叫楚怀王不要去议和。你们看，这是屈原，
这是楚怀王。

可是楚怀王不但不听屈原的劝告，反而将屈原赶出了楚国的
都城郢都。

楚怀王如期赴会，大家再猜猜会是什么结果呢？对，楚怀王
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了。他悔恨交加，忧郁成病，三年后
就客死在秦国了。

楚顷襄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襄王仓惶撤离
京城，秦兵攻占了郢都。

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都被攻破的噩耗
后，万念俱灰，他所有的救国救民的理想都破灭了，富国强
民更是不可能了，屈原仰天长叹一声，抱着大石头投入了滚
滚的汩罗江。

师：同学们，听了故事以后，你能说说屈原是个怎样的人吗？

生：屈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爱国的诗人，和祖国共存亡的
人。

师：屈原投江以后，老百姓又是怎么做的呢？

生：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四、课外拓展。

师：同学们，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除了吃棕子还干什么？

生：赛龙舟、挂香包等。

师：为什么吃粽子？为什么赛龙舟？（学生可能不知或不完
整）



师：因为人们为了防止鱼虾伤害屈原的尸体，就用粽叶包上
糯米投入江中。后来就有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因为人们
为了防止水怪伤害屈原，就把小船装扮成龙的形象，水怪以
为是龙王来了，就会被吓跑。这就形成了赛龙舟。

五、总结全文。

端午节的习俗还有很多，如：饮雄黄酒、游百病、悬钟馗像
等。中国传统的端午节，给我们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我们要热爱中国的传统文
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