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汇总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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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一

一、揭题激趣，感受美。

新课一开始，我从课题引入江南是一个鱼米之乡，学习
了“江南”二字，然后凭借多媒体课件出示采莲图给学生看，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情趣，让他们做好阅读学习课文的准备。

二、巧妙讲解，渗透诗意。

创设了这样的情景后，将画面转换为第一句诗的景色：“江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中的“何田田”是学生理
解的难点，我没有单独讲解字词的意思，而是将其融入对整
句诗的描述之中。“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莲叶，
你想说些什么？”“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呀！”“莲
叶又大又绿！”“满湖的莲叶又大又绿，绿油油的，像一把
把大伞，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引导朗读，
鼓励学生站起来，配上动作读。学生入情入境的神情，陶醉
的眼神，稚纯的语音，舒缓的动作告诉我，“何田田”一词
在学生的脑海中已形象可感，他们已经悟出了文字间蕴含的
美。

当然课堂中也有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

一、对识字的处理不够全面，课堂中出示了田字格，但没有
和学生分析字形及占格位置。

二、将理解难点“何田田”放入整句诗的叙述之中，有的孩



子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课后问“莲叶何田田”是什么意思，
个别孩子不能说出“莲叶很多很绿。”这说明课堂上的处理
还不够，需在第二课时进行强化。

三、不能很好的处理课堂突发事件，因为多媒体器材的突然
故障，对课堂的控制有些吃力，以致于没有完成预期的教学
内容。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二

《江南》是一首选自《汉乐府》的古诗，描绘的是江南水乡
人们采莲的情景。全诗共7行两句话，前两行介绍了江南是个
采莲的好地方，后5句写了鱼儿在荷叶下嬉戏。

诗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插图色彩鲜明，形象逼真，展现
了一幅荡舟采莲、莲叶田田、鱼戏莲叶的美丽画卷。江南水
乡的美景被一一展现了！为了使聋生体会到这种美，教学第
一句时，我抓住“何田田”理解莲叶茂盛鲜亮的特点。学生
读课文后提问：什么叫“何田田”？学生一下子无法回答，
于是指导学生看图，引导：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
的莲叶，你看到了什么？引导学生说出，荷叶的美，荷叶的
绿，荷叶的大，荷叶的多，体会这么多又大又绿的荷叶你挨
着我，我挨着你，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何田田的美景。
教学第二句时，我主要抓住一个“戏”来细细推敲。

首先进行这样的过渡引导：“莲叶长得这么绿，这么好，莲
花开了，结了莲子儿。采莲的人们划着小船，高高兴兴地采
收莲蓬。河里的小鱼呀，也乐开了。你看到小鱼了吗？”出
示图后，让学生想象，用一两句话把湖里的小鱼的姿态说一
说，他们会说：“小鱼真可爱！”“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真
可爱！”“小鱼正在水里你追我，我追你，它们在做游戏
呢！”教师根据回答板书“戏”字，请学生说出它的意思。
然后提问：“莲叶东，莲叶西，莲叶南，莲叶北”是什么意
思？充分讨论后，教师口述鱼儿嬉戏的情景，一会儿游到东



面，一会儿穿到西面，一会儿钻到南面，一会儿滑到北面，
他们在水中是那样的自由与快乐！让学生表演一条条快活的
小鱼，尽情“游来游去”。学生边表演边入情入境地诵读，
那洋溢喜悦的小脸，活泼可爱的动作，一下子把课堂推向了
高潮。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三

优点之处：

1.导入美景美乐，入情入境。（部分学生预习已经会背诵）

“同学们，能背诵《江南》吗？”“能——”“那你们想看看
《江南》吗？”“想——”伴着优美的古典乐曲，一叶小舟
驶入眼帘，秀美少女浅笑盈盈，乘舟徐徐穿过满池无边翠绿
的莲叶，仔细采撷半睡的粉莲……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
似乎被这美景惊呆了。抓住这个时机，我播放了配乐的范读，
短短几句小诗读得抑扬顿挫、韵味十足，有的孩子禁不住小
声地跟着诵读起来。整个课堂似乎顷刻间移到了莲池边。

2.巧妙讲解，渗透诗意。

创设了这样的情景后，将画面转换为第一句诗的景色：“江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中的“何田田”是学生理
解的难点，我没有单独讲解字词的意思，而是将其融入对整
句诗的描述之中。“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莲叶，
你想说些什么？”“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呀！”“莲
叶又大又绿！”“满湖的莲叶又大又绿，绿油油的，像一把
把大伞，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引导朗读：
“小朋友们说得真美啊！老师好像也划着小船，到了湖面上。
我们一起来把第一句读一读，看看能不能把莲叶的大，莲叶
的绿，莲叶的美读出来。”鼓励学生站起来，配上动作读。
学生入情入境的神情，陶醉的眼神，稚纯的语音，舒缓的动
作告诉我，“何田田”一词在学生的脑海中已形象可感，他



们已经悟出了文字间蕴含的美。

不足之处：

1.我将本课的目标和重点定为诵读古诗，所以对识字的处理
就比较简单，没有对生字做具体分析。如果将分析、识记生
字和书写生字全部放到下一课时进行，那么教学任务就比较
紧，应在第一课时进行部分生字的识记。

2.将理解难点“何田田”放入整句诗的叙述之中，有的孩子
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课后问“莲叶何田田”是什么意思，个
别孩子不能说出“莲叶很多很绿。”这说明课堂上的处理还
不够，需在第二课时进行强化。

3.整堂课以诵读为主，识字处理简单，写字也没有设计到。
若在出示课题时，进行“江”“南”二字的识记和写字教学，
既可以分散重难点，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多种技能。

改进措施：

在导入前两句时应直接以图引导学生说出“多，绿”，这样
的被称之为“何田田”。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四

1.导入美景美乐，入情入境。（部分学生预习已经会背诵）

“同学们，能背诵《江南》吗？”“能——”“那你们想看看
《江南》吗？”“想——”伴着优美的古典乐曲，一叶小舟
驶入眼帘，秀美少女浅笑盈盈，乘舟徐徐穿过满池无边翠绿
的莲叶，仔细采撷半睡的粉莲……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
似乎被这美景惊呆了。抓住这个时机，我播放了配乐的范读，
短短几句小诗读得抑扬顿挫、韵味十足，有的孩子禁不住小
声地跟着诵读起来。整个课堂似乎顷刻间移到了莲池边。



2.巧妙讲解，渗透诗意。

创设了这样的情景后，将画面转换为第一句诗的景色：“江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中的“何田田”是学生理
解的难点，我没有单独讲解字词的意思，而是将其融入对整
句诗的描述之中。“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莲叶，
你想说些什么？”“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呀！”“莲
叶又大又绿！”“满湖的莲叶又大又绿，绿油油的，像一把
把大伞，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引导朗读：
“小朋友们说得真美啊！老师好像也划着小船，到了湖面上。
我们一起来把第一句读一读，看看能不能把莲叶的大，莲叶
的绿，莲叶的美读出来。”鼓励学生站起来，配上动作读。
学生入情入境的神情，陶醉的眼神，稚纯的语音，舒缓的动
作告诉我，“何田田”一词在学生的脑海中已形象可感，他
们已经悟出了文字间蕴含的美。

1.我将本课的目标和重点定为诵读古诗，所以对识字的处理
就比较简单，没有对生字做具体分析。如果将分析、识记生
字和书写生字全部放到下一课时进行，那么教学任务就比较
紧，应在第一课时进行部分生字的识记。

2.将理解难点“何田田”放入整句诗的叙述之中，有的孩子
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课后问“莲叶何田田”是什么意思，个
别孩子不能说出“莲叶很多很绿。”这说明课堂上的处理还
不够，需在第二课时进行强化。

3.整堂课以诵读为主，识字处理简单，写字也没有设计到。
若在出示课题时，进行“江”“南”二字的.识记和写字教学，
既可以分散重难点，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多种技能。

在导入前两句时应直接以图引导学生说出“多，绿”，这样
的被称之为“何田田”。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五

《江南》这首诗简单易读，琅琅上口，所以我没有在背诵上
花较多时间，而是着重指导学生对诗歌美的感悟及生字的临
写。首先我把课文读通顺作为读文的开始，我没有采用死板
的朗读，而是带着一群天真的孩子做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
戏。课堂上虽少了讲解，少了问答，但学生参与的热情是空
前的高涨，思维也非常活跃。那一刻，每个孩子都成了一条
活泼、调皮的小鱼。这样的情境，在每个孩子的心里都留下
深刻的印象。

在对这篇文章进行教学时，我觉得对于学生进行观察图这方
面的指导上做得不够好。由于小学生生活在北方，对南方的.
生活不了解。特别是小姑娘坐上小船采莲的情景，我应该结
合诗句指导看图。先联系前两行诗句，让学生们仔细观察小
姑娘是怎样采莲的，周围的荷叶、荷花长得怎么样。再联系
诗的后五行，进一步观察莲叶间的小鱼是怎样游动的。在观
察的基础上，还可以让学生连起来说一说，使学生把观察到
的`画面和诗句的内容联系起来，感受到江南美景如画，进一
步激发学生对江南的热爱之情。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六

《江南》是一首选自《汉乐府》的古诗，描绘的是江南水乡
人们采莲的情景。这首诗简单易读,琅琅上口。全诗共两句话，
教学第一句时，抓住“何田田”理解莲叶茂盛鲜亮的特点。
我引导学生看图：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莲叶，
你想说些什么？学生说;“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
呀！”“莲叶像一个个大圆盘！”“绿油油的莲叶像一把把
大伞，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我教给他们
词语“挨挨挤挤”，并让同桌用身体动作演示一下，加深对
莲叶茂盛的感受和理解，然后引导朗读：“小朋友们说得真
美。



老师好像也划着小船，到了湖面上。我们一起来把第一句读
一读，看看能不能把莲叶的大，莲叶的`绿，莲叶的美读出来。
”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何田田”一词在学生的脑海中已
形象可感，这就悟出了文字间蕴含的美。接着创设情境：我
们和这些采莲姑娘们一起坐上小船去采莲，你们来到池塘里，
看到了什么呀？漂亮的荷叶、荷花下面，还躲着小鱼儿呢，
它们在干什么？鼓励学生展开想象，大胆说话，感受小鱼儿
的机灵可爱。学生切合实际生活，想想自己就是一群活泼可
爱的小鱼儿，在水中快乐地捉迷藏呢。最后让学生说说自己
喜欢江南的什么，进一步表达对江南的喜爱之情。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七

《江南》是一首选自《汉乐府》的`古诗，描绘的是江南水乡
人们采莲的情景。诗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插图色彩鲜明，
形象逼真，展现了一幅荡舟采莲、莲叶田田、鱼戏莲叶的美
丽画卷。

在学习课文时候让学生边读课文边看图，说说古诗中的哪些
句子能在图上找到？让学生结合诗句进行看图。在观察的基
础上，把看到的画面和诗句的内容连起来说一说，获得一个
整体的印象。这样训练，学生的脑中会再现出美丽的采莲画
面，也就体会出了诗句中蕴含的美。

要让学生细细体会诗句的美，还得通过细读课文，品词析句
来完成。全诗共两句话，教学第一句时，抓住“何田田”理
解莲叶茂盛鲜亮的特点。教师让学生读课文后自己提问，学
生就问：“什么叫何田田”？我立刻引导（边说边画）：现
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莲叶，你想说些什么？学生
会说，“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呀！”“莲叶又大又
绿！”“满湖的莲叶又大又绿，绿油油的，像一把把大伞，
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我引导朗读：“小
朋友们说得真美。老师好像也划着小船，到了湖面上。我们
一起来把第一句读一读，看看能不能把莲叶的大，莲叶的绿，



莲叶的美读出来。”鼓励同学站起来，配上动作读。通过师
生齐读，同桌互读，互评等形式多样的练习，学生入情入境
的表情，放彩的眼神，稚纯的语音，各异的动作，“何田
田”一词在学生的脑海中已形象可感，这就悟出了文字间蕴
含的美。教学第二句时，抓住一个“戏”来细细推敲。我首
先进行这样的过渡引导：“莲叶长得这么绿，这么好，莲花
开了，结了莲子儿。采莲的人们划着小船，高高兴兴地采收
莲蓬。河里的小鱼呀，也乐开了。你看到小鱼了吗？”待学
生看老师贴图后，让他们用一两句话，把湖里的小鱼的姿态
说一说，他们会说：“小鱼真可爱！”“小鱼在水里游来游
去真可爱！”“小鱼正在水里你追我，我追你，它们在做游
戏呢！”教师根据回答板书“戏”字，请学生说出它的意思。
然后提问：“莲叶东，莲叶西，莲叶南，莲叶北”是什么意
思？充分讨论后，教师口述鱼儿嬉戏的情景，让学生表演一
条条快活的小鱼，尽情“游来游去”。鱼儿嬉戏的动态美、
人们采莲时愉快的心情在这一品一议、一演一读中得到表现
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