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秋天的教案反思 秋天教学反
思(汇总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一

本课的主题目标是让学生了解有关中秋节的知识，热爱祖国
的传统文化，在尊老敬老的节日里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体
验，以实际行动关心老人，尊敬老人。

因此本课的教学采用了讲述、讨论、写一写、画一画、唱一
唱、做一做等形式，力求使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中了解有关节日的知识及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做到关心老人，
尊敬老人。新课开始，我先让同学们说一说秋天里的节日有
哪些，引出中秋节，请学生讲讲有关中秋节的传说故事或是
朗诵有关写中秋节或是月亮的诗歌并请同学们介绍自己家乡
是怎样过中秋节的，自己家是怎样过中秋节的，然后让学生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画一画、做一张贺卡、唱一首歌，向在异
乡的亲人表达思念之情和节日祝贺，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
学生不仅知道了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还是个团员节，
在这天，不管是身在何处的人都要回家与家人团聚或是打电
话问候家人。

这天，大家一边吃着丰盛的饭菜，一边聊天赏月，好不惬意，
特别是老人更是幸福地合不拢嘴。紧接着让同学们说说有关
老人的节日，是几月几日，每年老人节自己是怎样为老人庆
贺节日的，老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社会上会为老人准备
哪些有意义活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问题：有的说，
在老人节那天他给老人打去了问候电话；有的说，自己给爷



爷奶奶做一个祝福的贺卡；有的说，自己跟随爸爸妈妈一起
陪老人吃的饭，有的还为老人献上歌曲等，都说哪天老人们
特别开心，自己也很开心。

没有看望或是问候老人的学生极为后悔难过，说在下年的重
阳节，自己一定去看望老人并为老人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以
表达自己的孝心，看着同学们幸福的笑脸，我不失时机的对
同学们说：“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每个
人都要做到并要其发扬下去，我们不仅要尊敬自己的老人，
还要尊敬我们身边的每一位老人，并尽量为他们做些有意义
的事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老、爱老、敬老，让老人们开
开心心的度过自己的晚年，继而，我有让同学们讨论：尊敬
老人，我们平时怎样做？并以小组为单位制定计划，然后分
期付诸行动，并谈谈这样做的心里感受及老人当时的心情，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亲身体验尊老、爱老的真实感
受。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们不仅知道了我国秋天的节日，
还知道了在生活中处处要关心、尊敬老人、尊老、爱老是我
国优良传统之一，要继续发扬下去。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二

《秋天》是一篇写景散文。课文抓住天气、树叶、天空、大
雁等事物的特点，描写了秋高气爽、黄叶飘落、北雁南飞的
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之情。本篇课文是学生在小
学阶段接触的第一篇课文，首先要认识10个生字、会写4个生
字和横撇一个笔画，还要了解自然段，结合插图初步了解秋
天的特征，知道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并且能背诵这篇课
文。

这样的容量，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多，也比较复
杂的。所以，我在课时的安排上就比其他的课文要多一节课。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反观自己的课堂，让自己遗憾的
地方还真不少。归结一下，有如下几个方面：



总是习惯性的遵循以前的规律，先让学生圈出生字，再想一
想用什么方法识记。这就导致了学生在识记的过程当中，方
法太过单一，而且思维比较局限，不能有效的指导学生的识
字。在识记当中，总是从前识到后，这样既浪费有着重指导
重点字，导致重点和难点就不突出，对于难记的字依然没有
突破。

由于这篇课文要掌握的新知识太多了，所以，总想眉毛胡子
一把抓。结果在设计当中，既想要识字，写字、还想要理解
课文，感受秋天的美丽，最终导致整节课的重点不突出，教
学目标不明确。在设计教学过程时，要注意遵循教学目标，
围绕目标进行设计教学活动。

本课的生字很有特点，完全可以写“了”之后，让学生自学写
“子”；写“人”之后，自学写“大”。

可是，当时我总觉得学生第一次学习写字，应该一个字一个
字的教，没有足够相信学生的能力。导致这节课在写字这个
环节浪费了不必要的时间，而且还不利于培养学生观察、自
学等能力，错失了一次训练学生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我
尽量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受和体会秋天到了，我们周围发生
的一些变化。制作课件时，我根据课文内容搜集了一些图片，
重点要让学生感受到秋天到了，我们周围具体的变化是什么。
一年级学生认知能力有限，光是枯燥的书面文字，很多娃娃
可能根本理解不了。通过图片，不仅调动学生的读书热情，
让学生在朗读中感受秋天的美丽，激发学生发现美、寻找美
的情趣，培养学生爱美的情操。在教学过程中，我尽量发挥
学生的主题作用，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多读多说，多发
表自己的意见。一堂课下来，我深刻的反思了自己，有很多
的地方做得不好，比如某些重点难以理解的词语，如果教授
时能够结合一定的动作，可能学生理解起来更容易，效果会
更好。两第三自然的两个感叹号的时候效果是不好，我只是
让学生读，而没有让学生真正理解它。最后出示图片，让学
生练习说话的时候，效果也不太好。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三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重使学生在玩中学的理念。让学生在
宽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实现了本课预
期的教学目标。现就课堂教学情况反思如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平时每节课开始时，很多学生的注意力
没法一下子集中，老师即使大发雷霆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就
想借助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通过采集
黄树叶，来吸引学生，引导他们观察树叶和夏天的树叶相比
发生了什么变化，生通过对树叶的触摸及观察后。学生的兴
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也是学生进入了本节课的学习状态。

课上我运用多种游戏的形式，让学生既掌握了知识又得到了
快乐，尤其是在百宝箱的游戏中，我把本节课所学的知识都
融入其中，使学生对所学新知识又得到了巩固，而且以游戏
的形式出现学生觉得特别神秘，对百宝箱里面的东西也充满
了好奇。

在讲解生字的时候，我主要使学生多说，说生字的拼音、说
生字的结构、说生字的部首、说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说
生字的笔顺、说生字的笔画及组词说句子等等。通过学生说
的过程使学生加深了对新知识的掌握。

但本课还存在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导入的时候采集不
同植物的树叶进行观察;体现秋天还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把其
变化做成课件的形式可以让生直接的观察，感受秋天的变化，
还可以提高学生说的能力,我想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继续努力
弥补这些不足。使我的每一节课都充满趣味，充满笑语，让
孩子们在快乐中会学知识，学会知识，真正体现课堂的有效
性。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四

《北大荒的秋天》描绘了北大荒秋天的自然风光和丰收景象，
是一篇很美的文章，值得学生好好朗读，好好品味，好好仿
写。

一、词语仿写

课文中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的词语，比如表示颜色的词：银灰、
橘黄、血红、绛紫、金黄等，再比如abb式的词语：沉甸甸、
乐呵呵等，还有abab式的词语：乌黑乌黑。在了解了这些词
语的特点和意思之后，我让孩子们进行仿写，进行得比较顺
利。孩子们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想出了：雪白、粉红、墨绿、
碧蓝、笑哈哈、绿油油、乌黑乌黑等词语。

二、句子仿写

课文中还有很多的比喻句和拟人句，很美很有意思，值得学
生仿写，为后面的写作奠定基础，如：这些流云在落日的映
照下……就像是美丽的仙女在空中抖动着五彩斑斓的锦缎。
把落日映照下的流云比作了五彩的锦缎。再如：成片的大豆
摇动着豆荚，发出了哗啦啦的笑声。把大豆当作人来写，生
动形象。这样的比喻句和拟人句还有很多，我让孩子们找出
了每句句子的特点和比喻词，进行了仿写。孩子们兴致还不
错，写出了一些比较让人满意的句子，比如“枫树叶随风飘
落，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我想，写文章就是由词句
组成的，掌握了这些好词好句，好文章自然会孕育而生。

三、段落仿写

第四小节是总分的结构，也是值得好好仿写的。课堂上进行
了分析，课后进行仿写。总的来说，比较成功，但是还是有
一部分孩子还没掌握，后经过单独讲解，才使得他们真正理
解。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五

激发兴趣《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教学要求学生喜欢
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学习
内容，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汉字的方法与规律。例
如“树”“叶”的教学，将部首教学与生字教学结合起来，
渗透了根据形声字特点识记生字的方法。在学习“飞、大、
片”时，充分发挥了字理识字的优势，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
字理、字义，增强了对生字的直观性、整体性认识。巧妙的
识字教学方式，解决了识字教学“枯燥乏味”的问题。在丰
富多彩的识字方法的熏陶下，学生感受到学习汉字的乐趣，
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无限魅力，会越来越喜欢汉字，并能
逐渐养成自主识字的习惯，进而提高独立识字的能力。

感悟秋天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受和体会秋天
的景物特征，通过自读、同桌读、齐读、师生共读，形式多
样化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朗读中感受秋天
的美丽，激发学生发现美、寻找美的情趣，培养学生爱美的
情操。

感知秋天在本课的教学之前，先布置学生和爸爸、妈妈去观
察秋天，发现秋天。这样，整合成全新的语文大课堂，变单
纯文本的语文学习为综合性课文学习。在教学时，将课文展
开一幅幅画面，把图文对照起来，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
来，引导学生朗读、想象，去感知语言之美。这样，让学生
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体会作者对秋天的热爱和赞美之
情。教学后，我让学生再次走进大自然，去寻找秋天，感受
秋天。由对秋天的感受拓展到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和感受，
鼓励学生留心观察，善于积累，从而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
爱之情。

1.朗读环节，读出韵律，学生还不能通过声音感悟，只会扯
着嗓子喊。



2. 课堂纪律要随时整顿，时刻关注，保证让每一个学生都全
情投入学习。

秋天的教案反思篇六

《秋天》是一篇写景散文。课文抓住天气、树叶、天空、大
雁等事物的特点，描写了秋高气爽、黄叶飘落、北雁南飞的
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之情。全文有三个自然段，
每一段观察角度、观察对象各不相同。第一自然段以天气转
凉、黄叶飘飞写出秋天的特征。第二自然段取仰视角度，写
出天空的蓝和高，以及雁阵的飞行方向和队形变化。第三自
然段用感叹句充分表达作者面对秋天到来的喜爱之情。教学
重点为认识“秋”“气”等10个生字和木字旁、口子旁、人
字头3个偏旁；会写“了”“子”等4个生字；正确、流利地
朗读课文，注意“一”字的不同读音，背诵课文；结合插图
初步了解秋天的特征，知道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认识自然
段。上完课后，教学效果感觉良好，也有许多的感受、体会。
回顾整堂课的教学，总结如下：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我的教学思路主要还是先引导学生识
字、写字。本课要求学生掌握3个偏旁，这是学生第一次学习
偏旁，偏旁的学习和掌握对于学生识记字形和理解字义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这三个偏旁是由以前学过的字变化而来的，
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字变成偏旁后的差别。渗透多种识字方法，
降低难度，如：熟字加一加、熟字组新词。在此基础上，鼓
励学生自主识记字形并充分交流，力求做到一字多法，一法
多用。在巩固撇、捺写法的基础上，本课要学写新笔画横撇，
教师范写，引导学生边说笔画名称边学写，效果显著。因此
学生字写得规范认真。

2、朗读指导。正确朗读课文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关注轻声的
读法，教师先范读，学生跟读，感受“凉了、黄了、叶子、



来了”这几个词语中两个字前后轻重的变化。借助拼音读
准“一”的变调。如“一片片、一群大雁、一会儿、排
成‘一’字”，采用对比读的方式，分别读不变调和变调的
一串词语，在反复朗读中感受变调带来的音律美。

3、理解运用。利用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描述的情境，
便于学生建立秋天天气见凉，树叶变黄的直观感知。在充分
朗读的基础上，感受课文从“天气、树叶、天空、大雁”这
几个方面来写秋天的特征，通过动作演示朗读的方式，体验
和感受景物的变化，体味秋天的情趣。

4、课后练习。学生数数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大部分学生
能理解段落含义，仍有极个别同学不会数段落。

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把读的时间留
给学生，把说的机会让给学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
生通过朗读，在熟读的基础上，通过观看图片、带动作朗读
等形式，体验和感受景物的变化，体味秋天的情趣。

虽然说，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了对课文的理解和体验，
但是反观整节课堂，在教学实践中还是有一些遗憾：

1、字词的理解、学习太过粗略。虽然一年级，读准字音，了
解字形是重点，但对于字词的理解掌握还是比较重要的，就
这节课来看，由于时间分配上不够科学，对重点词的运用、
意思理解不到位，拓展组词、说句子练习不够，可能失去了
积累的机会。

2、对学生的个性理解不够充分，还有些越俎代庖的嫌疑。在
识字教学中是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识字方法，还是按老师的设
想去落实，所以自己也在反思：是否在情感方面也有灌输的
嫌疑呢？说白了，我在课堂上并不足够大气，有时候拘泥于
小空间。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调控，教师的教学一定程度上
还是框架着学生。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针对学生差异，
分层布置作业，基础较差的学生在字词、读课文上多下功夫。
首先让学生认识10个生字，读准字音，了解会写字笔画，能
组词两个，用词语说一句话，指导学生预习偏旁知识
和“一”字的变调规律，课上交流，讲给同桌听。正确流利
熟读文本，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然后要引导学生了解秋天的
特征，知道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并用画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