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篇一

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正确把握“口语交
际”的目标和内容，研究“口语交际”的教学方法，对贯彻
落实《语文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意义重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口语交际是
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言语活动。这种言语交际活动，离开
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进行。因此，进行口语交际教学，要重
视创设情境引入话题，激发学生的交际兴趣。”下面这一教
学片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

教学《有趣的游戏》一课时，看到学生在操场上玩得不亦乐
乎，于是我就临场大胆地决定抛开场地的束缚，尝试让学生
走出教室，在玩中、在游戏中进行口语交际。

爱玩是每个儿童的天性。一开始，我就让学生自由选择、组
合玩各种游戏。然后，及时地发表意见：看到小朋友玩得这
么高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班级能不能来举办一次游戏节
活动呢？这样，就可以邀请其他班级的小朋友参加，让他们
跟我们一起分享游戏的乐趣。此时，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
分的调动。个个“耶、耶…”蹦啊跳啊…这时，我作补充道：
要把游戏节活动办好，可得好好准备准备。我建议，这节课，
我们先来做第一项准备工作--评选最有趣的游戏。学生一听
这节课的任务是游戏，个个兴奋得手舞足蹈，参与热情得到



了充分激发。

此片断，既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又可
以唤起他们强烈的学习需要，使其进入积极主动的状态。与
以往的教师揭示课题，让学生看图说说有趣的游戏相比，我
想其效果会大相径庭。生活是口语交际内容的源头活水，只
要处处留心，做有心人，必能有所收获。

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篇二

在正式上这节课之前，我又认真浏览了一遍语文课本，语文
园地一之前有个口语交际“听故事，讲故事”，主要是老师
先根据课本图片顺序，将故事讲述一遍，学生认真听，然后
让学生再复述讲解故事内容，一来考查学生上课是否在认真
听，二来考查学生的复述及语言表达能力。本来想着一听讲
故事学生肯定兴趣大增，可是当我说出《老鼠嫁女》的故事
名以后，学生不是期待的表情，而是告诉我他们都听过这个
故事，于是我改变了教学流程，让学生先试着回想故事内容，
然后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这个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沉默了，
只有个别几个平时爱表现爱说话的学生举手，于是我给了他
们表现的'机会，虽然说这几位学生对故事情节的记忆非常清
晰，但是语言表达缺乏逻辑性，东一句，西一句，导致他们
讲完之后，好多学生没听懂故事内容。但是，我仍然鼓励他
们，说他们记忆力真好，讲的真完整，老师也想试一试，于
是，我又将故事完整的讲述了一遍，这样一来，全班学生复
述故事的积极性大增。

通过这个教学环节，首先，我觉得上课时老师能根据学生实
际和课堂实际，适时改变教学流程，而且改动能恰到好处非
常重要。其次，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和支持极其重要，这样不
仅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能增强学生勇于表
达的自信心。



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篇三

口语交际是听与说双方互动的一种语言实践活动，要激发学
生人人参与交际的热情，良好的氛围是前提。《学会待客》
这一话题贴近学生生活，也是很多学生亲身经历过的，为此，
我在设计上力求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实际，课前准备了茶杯、
水瓶、水果，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创设出实际生活情境。
在教学环节上巧妙创设一些情境表演，如师生互动的情景表
演、生生互动的角色表演等，创设出一种轻松、愉悦的课堂
氛围，让孩子在具体的情境中乐于思维，敢于表达，从而学
会基本的待客之道，同时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交际
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技能。

特别是在生生互动中学生都能动起来，说起来，让整个课堂
形成一种群体互动的氛围，学生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是最放
松、最自然的，他们也就更敢于表达，乐于表达，从而达到
训练目的。其次，在整堂课中，我都很重视学生的倾听能力
和说话能力，及时给予评价，比如在师生表演，生生表演后，
让其他学生充分的说出表演中的.优点和不足，又一次培养了
孩子的听说能力。在整堂课中，我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
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观察，思考，交流，表达，表
演。我始终用轻松的话语，期待的眼神，亲切的态度与学生
打成一片。本来我还在担心，课前没有和孩子们通通气先表
演表演，怕在课堂上出现冷场，没想到孩子们都很兴奋，而
且也表演的很好，出乎我的意料了。

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篇四

在我们小学阶段的教学内容中，口语交际从未缺席。但是要
想让学生说得好，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学生先学会“听“。

一、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会“听”。即在上课的时候，多给学
生创造“听”的机会。课堂上除了让学生说，我还设计了教
师示范的环节，让学生注意听老师示范。并要求学生听完以



后根据要求提出自己的问题。目的是让学生认真听，养成听
的习惯。因为只有认真听了以后，才能提出与要求相关的问
题。

二、让学生在说的时候学会“听”。也就是在学生进行口语
交际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说完的时候，其他学生提出听到的
错误。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话能力。因为学生在说的时候，
不仅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还要做到“耳到”。听
到的信息马上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也就在培养学生的口
语表达能力时还锻炼了“听”的能力。

三、让学生在课余活动中学会“听”。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可
以训练“听”的能力，课余活动中也有机会让学生学
会“听”。学生可以在活动的时候听老师或者同学的要求和
活动规则，如果不认真听的话，活动就无法开展和完成。所
以在活动的时候，学生就会很认真地“听”，然后才能进行
活动。口语交际的训练，除了让学生说，最主要的是让学生
先学会听。只有认真听了，才会有说的内容。

找朋友语言教案反思篇五

口语交际课是根据现代社会对人的口语交际能力的高要求设
置的，目的是规范学生的口头语言，提高口语交际的能力，
培养良好的听说态度和语言习惯。而目前在“听、说、读、
写”诸能力中，最差的要数“说”的能力。这使学生的“读
写能力失去基础进而导致发展缓慢”。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的
口语交际能力是势在必行的。而作为一年级的语文教师，培
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更是任重道远。那么，如何培养呢？
本学期的两节口语交际课让我感触颇深：

口语交际《我会拼图》这节课的两个教学要求是

1、说说你用纸片拼成了什么，是怎么拼成的。



2、评一评谁拼得好，谁说得好。在备课时，我把第一个要求
作为口语交际的重点，而对于第二个要求，我认为学生说不
出来什么，只要找两个学生大概说一说就行了，最后还得教
师去评一评。

口语交际《该怎么办》，这次口语交际的内容是小明每天帮
王爷爷取牛奶。王爷爷提出每天给小明一毛钱，小明不要。
让学生说说小明该怎么办。在备课时，我围绕着小明不要钱
预设了几个推辞的办法。上课时，王博说：“我会先把钱收
下，等到王爷爷过生日的时候给王爷爷买生日礼物。”听了
王博的回答，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无形中已经被束缚住
了，而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学生的个性是张扬的。

此时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口语交际教学中要想让学生畅所
欲言，我们应做到三个“尊重”，即尊重学生学习的天性；
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学习的权利。顺之天性，面
向全体，有教无类，使学生心地坦荡，思维开阔，创造的火
花不断迸发，进而轻松、愉悦地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