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篇一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小学生
如果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表现
出对数学学习的一种特殊情感，学习起来乐此不疲，这就是
所谓的“乐学之下无负担”。下面，我谈谈自己在激趣方面
的几点体会。

一、 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在实际中解决数学问题。

生动的生活情景，有助于学生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数学，感受
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增加对数学的亲近感，体验用
数学的乐趣。因此，在教学中，我经常设计一些情境，让学
生在玩中轻松学习。例如：教《位置》时，在主题图讲完后，
我请同学上台表述自己的好朋友的位置，请下面同学们猜一
猜他是谁？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顿时高涨，踊跃举手，争先恐
后地到前面来让大家猜一猜他的好朋友是谁？这不仅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较好地巩固了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同时也对
学生进行了团结友爱的思想教育。

二、 以猜为动力，引导学生探索数学的奥秘。

众所周知，每一个孩子都爱问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想探究
一些秘密，根据孩子的这种心理，我多次采用“估一估，猜
一猜”的形式，让学生在好奇中思考，在思考中得到逐步提
高。如在教学《数的顺序 比大小》时，我让学生猜一猜比11
大比20小的数可能是几？刚开始部分学生认为答案只能有一



种，所以回答时只说一个，回答问题的学生多了，他们发现
了这道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再回答类似的问题时，学生可
以很快说出全部答案。因此在教学中以猜为动力可以很好地
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多样性。

三、在比赛中增长信心，培养竞争意识。

儿童的好胜心、自尊心强，爱表现自己，所以要经常创造机
会让学生充分表现，让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要不断鼓励
他们树立信心，增强勇气。如我在板报上设计了“小小擂
台”板块，分小组进行“夺红旗”比赛，在平时的教学中我
设计比赛项目，或以小组集体成员的力量为小组争得荣誉，
或以个人在活动中的表现为小组争得荣誉，从而培养学生的
竞争意识，增强了学生集体荣誉感。

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篇二

语文课堂教学应该是生成性、动态的过程。小学生在阅读课
文的过程中自行发现，提出了一些自己在备课时没有设想到
的，非常独特的想法。这时，我及时的抓住这个机会，教育
学生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要动脑筋思考，学会随机应变。这
种教学方法不但尊重了学生独特的体验，发扬了他们的个性。
还延伸了课后的安全教育，我觉得这可说是一举两得呀！

新课程改革下，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不再是以往的“灌输
式”教学，而代之与开放式的、不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教
学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努力挖掘教材中的创新点，
善于抓住时机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上述摘录的教学案例中，这个创新点是由学生自己挖掘的，
没有张演瑜小朋友独特的想法，就没有了“有时也可以不诚
实的”的“创举”。而我只是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轻松、和谐、
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大胆地想、尽情地说，不断地进行创造
性思维。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这堂课给了我今后如何进行课堂教学
一个启示，即要针对学情变化发展灵活组织教学。这一案例
中，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注意保护学生的发现，尊重学生，相
信学生，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因为“在儿童心灵
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那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
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语文学习不应该仅仅是读和背，
更重要的是鼓励孩子们不断创新，这样我们的课堂才有生机，
才有活力。

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篇三

整堂课，我对学生回答作了充分地预设，因此上得也比较顺，
但有一个环节，可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书中讲大象也跟着跑，
我只是一句话带过，没想到学生却揪着大象不放，当一个学
生提出：“老师，大象这么大，为什么也吓得跟着跑?”我当
时一愣，没想到学生的回答更精彩。“大象可能认为这咕咚
比他还要大，所以也吓得跟着跑。”我在心里为学生的回答
喝彩。课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学生也慢慢领悟了寓意，可有
个学生可能上课听得不是很认真，他又问了前面那个问
题：“老师，只不过是一声咕咚声，大象为什么也跟着跑
啊?”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因为大象没动脑筋啊，遇到
事情也没去想就跟着瞎跑。”多精彩的回答呀，是学生的问
题把课推向了高潮，这可真是所谓的.未曾预约的精彩，我为
我班学生的进步而高兴。

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篇四

这是一篇语句优美、轻快活泼的散文诗。在教学时我通过让
学生欣赏美丽的画面，美读清新的'文字，想象动人的场景，
背诵优美的句子，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小水珠、小蜻蜓、小
青蛙和小鱼儿快乐的心情，感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情趣。孩
子们在美的情景中美美地学，美美地读，在检查中发现每一
个孩子的朗读都是那么声情并茂，是孩子们已经入情入境了
吧!



教学生字时，通过多种方法识字，有分散识字与集中识字，
有演一演，有说一说等等。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就不知不觉
地记住了这些生字。

一年级教学反思随笔篇五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接触打击乐器，所以他们对打击乐器的使
用和发出的声音都充满了好奇。在课的'开始，我让孩子们先
来听一听歌曲里小雨点的声音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节奏
的用自己的小嘴巴来模仿“沙沙沙沙沙―”于是，我让他们
来找一找哪个乐器朋友能表现出小雨点的声音，很显然大家
的答案都不同，有“铃鼓、碰铃、沙球……”我们用这些打
击乐器分别请小朋友们来奏一奏、听一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沙球”的声音更接近于“小雨点”的声音！所以在读歌词
和唱歌曲的同时，我们都会加入这件打击乐器，增强孩子们
对节奏的掌握。熟唱歌曲后，我们用沙球敲打出不同的节奏
为歌曲伴奏。

本节课不足之处就是学生对歌曲情感的处理，当他们注意到
节奏时，很难再去想歌曲的情绪应该怎么表现，甚至表情也
变得严肃起来，也许是还没养成习惯，这是以后在音乐课中
需要去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