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实
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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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一

《中华少年》这首诗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参把教学目标主要
定位在能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这一
点上。

在备课时，我就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读出感情呢？这就必
须让学生感悟到诗中作者所表达的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学生理解诗句的内涵，特别是理解诗句
中包含的典故，这样才能真正感悟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丽山
河和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不屈不挠
的民族精神，从而激起学生对祖国的热爱，激起学生作为一
个中华少年的自豪之感。否则，学生即使能用激昂的语调来
读这首诗，那也只是形似激情而无真正的激情。因此，我认
为这篇课文的教学光有朗读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为
了朗读而去训练朗读，这篇课文的教学还应有它更深刻的内
涵，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引领学生去遨游、去领略。于是，我
在教学这篇课文之前布置学生认真预习，去查找有关的资料
理解诗句的意思，我自己也根据诗句的内容制作了课件。

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欣赏国歌，然后畅谈感受，为学习这首
诗奠定了情感基调；紧接着让学生分组交流预习的收获，各
组汇报时借助课件理解诗句中的典故，使学生感悟到这些诗
句的内容形断而意连，更充分地激起了学生的内在情感，所



以在指导朗读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课文总结时我
让学生欣赏、吟唱歌曲《爱我中华》，将课文的学习推向了
高潮。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二

为了参加国庆诗朗诵比较，听从班主任安排，将第8课调整往
前今天下午上。有了充分的提前朗读，朝着感情诵读，课的
进行倒也顺利有实效！

结合课型，这节课上用足了课件，＂给＂的多，旨在从读通，
读懂，美读到成诵到诵读！一是扫清生字词，字正腔圆地读
通！这首诗长，有些字词容易混淆，出示强化，正音释词，
简单实效!二是梳理结构，有声有色地读懂！诗歌共有8个小
节，结构很清晰，开头结尾互相呼应，点明主题，中间部分
的展开特别丰富，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对悠久文化的
赞颂，对特有节日传统习俗的赞赏，三个小节各有侧重，表
现中华少年激动满怀，自豪不已，第5小节话锋一转，回顾祖
国母亲历经苦难，充满艰辛，而后充满希望越来越美
好，7、8小节则道出中华少年立志报效祖国的`铿锵誓言，结
构严谨，情感饱满，梳理结构后分组朗读，呈现出不错的效
果！三是理解内容，饱含深情地美读。四是细节指导，声情
并茂地诵读。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三

《中华少年》是小学语文六上第二组课文的一篇略读课文。
作者李少白以新时代中华少年的视角激情赞美了祖国，抒发
了作为中华少年的由衷自豪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中华少年建
设中华的坚强决心。

由于课文是一首诗，诗歌偏重于抒情，许多诗句比较凝练，
包含的知识较为丰富，在表达上也比较含蓄。教学这首诗时，
我重点引导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要读出内心的自豪，



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是教学的难点。所以，我让学生四人
一小组练习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角色练读，然后每一
小组读一个小节接读整首诗，同时让他们小组竞赛，读完以
后我进行评价，当然是以鼓励为主，并且让学生互相评价。

教学中，让学生展示课前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
风俗的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交流汇报
机会，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诗歌情感
的把握与感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进
而使学生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
深情。

但因学生的课前预习做得不够充分，对诗的理解不够到位，
也不够深入。例如：学生因为时代原因，对祖国荣誉、爱国
情怀理解的都不是很深刻，后面要想他们读出自己的满腔热
情，开课的导入就至关重要。而我出示图片，深情地诉说并
没有很好的激发起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兴趣。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四

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目标我是这样设计的：有感情地
朗读这首诗，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培
养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的能力；感染教育学生要深深地爱
着自己的祖国。教学重点是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教学难
点是学生要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教学
方法：以感情朗读为学习方式，运用多种朗读方法，引导学
生突破难点。

在第一课时，我首先让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资料，再放一遍
录音朗读，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诵，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
步了解文中一些词句含义，弄懂每一小节的意思，整体把握
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在第二课时，我先让他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歌，要求读



得字正腔圆，再指名一个小组检查朗诵情况，然后进行评议，
并随机对第一个小节的朗诵进行指导，学生心领神会，进步
相当大，再请四人一小组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角色练
读，要求读得有声有色，然后每一小组读一个小节接读整首
诗，读完以后我进行评价，当然是以鼓励为主。后面还安排
了四人上讲台配乐表演朗诵、师生分角色朗诵，要求读得声
情并茂，在反复的诵读中，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

１、以读带讲。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
诵，进而使学生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
的一片深情。让学生人人都读，人人都有体会，人人有收获。
文章中重点、难点在学生多形式的朗读过程中得以消化。更
重要的是朗读能力在师生间，生生间交流过程中得到提高。

２、课前让学生大量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风俗
的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而且在第一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了充分的交流汇报，帮助了学生对诗歌情感的把握与感悟。

在读后的评价与组织学生交流朗诵后的体会方面仓促了些，
主要是安排学生两次自读在时间上的预设短了一点，他们读
得有滋有味时不忍叫停。只是让学生在小组内交流了一会，
原本还要在全班交流的，交流内心情感的体验，交流朗诵的
方法与技巧，交流自己真实的想法等。

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不断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和发展，竭尽全力上好每一节课。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五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在语文诗歌略读课文的
教学中，怎样找到这个撬起课文的“支点”？为此我们安排
了一次专题研讨活动，使大家明确略读课文怎样教学才有效。

略读课文的有效教学需要发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课



前阅读课文，搜集资料，还需要教师有意识的指导，略读课
文的有效教学需要激发学生的情感，让他们喜欢课文，愿去
探究，略读课文的有效教学需要学生积极的诵读，让他们在
形式多样的诵读中体味语言的魅力，感受诗歌的韵味和节奏。

这次活动是在９月１８日上午在保定中心小学开展的，三山
区小学语文中心组成员观摩了施萍萍老师执教的公开课《中
华少年》，观课的老师充分发表意见，并与施老师面对面交
流对话，下面选录部分教师的评课以供研讨。

龙湖中心小学杨春老师的观点是“把诵读放在诗歌教学之
首”：

能把一篇课文教得简单是我们每位教师所愿意的，能简单快
乐地去学习课文是每位学生所希望的。语文课能否上得简单
而有效呢？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语文学习的内容即丰
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学生只要“读进去”即可，就这么简单。

但要让学生简单而有效地学，教师须简单教；教师要做到简
单教，还须先做些复杂的工作：深入钻研教学内容，充分了
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水平，寻找一些巧妙的方法等。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六

本单元的主题是祖国在我心中。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可以通
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中华少年》是一首现代朗诵诗歌，本
诗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意象的选择极具匠心，中华少年的英
姿、祖国山川的壮丽、东方文化的美丽、民族历史的苦难以
及中华少年的铿锵宣告，都被作者巧妙地物化为一个个真实
可感的形象，通过这些意象凝聚诗人独特感受，使情感具体
化。教学重点是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教学难点是学生要
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编排本诗的`意图是让学生通过朗诵诗歌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因此，学习本诗，重在朗读。教学时，我主要是以读
带讲，我先让学生自由朗诵，这是分角色朗诵的基础，每个
学生自由读，大声读，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步了解文中
一些词句含义，弄懂每一小节的意思，整体把握作品的情感
基调，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然后我让他们四人一小组练习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角
色练读，然后每一小组读一个小节接读整首诗，同时让他们
小组竞赛，读完以后我进行评价，当然是以鼓励为主，并且
让学生互相评价。

第一遍读得不够好，我范读了最难读的一个小节，学生心领
神会，进步相当大，然后我让每个小组再重新练习，又接读
了一遍。为了怕学生厌烦，每一小节我让他们顶多读两次，
我再让他们读的时候，不再读自己已经读过的小节，而是延
后一个小节。在反复的诵读中，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他们
充满了激情，越读越带劲。有了这样的基础，我让小组的学
生上台进行展示，并给他们配上音乐，学生的激情就更高了，
各个小组都想上台进行朗诵。

最后，我让全班学生四个大组分开，分别读甲、乙、丙、丁
的角色，配上音乐，整首诗读起来意气风发，感情充沛，我
想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正是通过这样的读体会到的。

让学生人人都读，人人都有体会，人人有收获全班同学学习
语文的主动性，积极性更高了。文章中重点、难点在学生无
拘无束的说的过程得以消化。更重要的是朗读能力在师生间，
生生间交流过程中得到提高。

为中华而读书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七

本文是本单元“祖国在我心中”这个专题的最后一篇课文，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用朗诵这种形式，也可以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因此，教学中，安排各种形式的朗诵。



（1）自由朗诵。这是分角色朗诵的基础，每个学生自由读，
大声读，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步了解文中一些词句含义，
整体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
感情。

（2）分角色朗诵。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配朗诵，可以
四人小组合作读，也可全班分角色朗诵。

（3）表演朗诵。为了有利于情感的表达，可以采用化装表演
朗诵，把甲、乙、丙、丁四个角色装扮成藏族、高山族、蒙
古族、汉族少年，配上动听的音乐，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感
世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读后，组织学生交流朗诵后的
体会。交流对诗句含义的理解，交流对诗句表达特点的感受，
交流内心情感的.体验。鼓励学生谈x自己真实的想法。在这
样的基础上再读全诗，自然达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境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