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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部编版一年级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本单元以“多彩的春天”为主题，其中包括了儿歌、课文、
故事、古诗几种体裁的教学内容。可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
一年四季不太分明，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春天的美丽及春天
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备课组尽量将课件做得更生动形象些，
能使学生产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主动地、兴趣盎然地去领
会。我们为孩子设计了许多跟春天有关的歌曲，让孩子在美
妙欢快的音乐声中去体会快乐，学完《识字1》后，我让孩子
们构思一幅春天的图画，在班里评出“小画家”。学完《柳
树醒了》和《春雨的色彩》后，我让孩子们利用课余和周末
到公园、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春天的足迹，从而巩固自己对春
天的认识和体会。在学《邓小平爷爷植树》时，我跟孩子们
讲述了邓小平爷爷与深圳的故事及让学生们了解“植树节”
的意义。学完《古诗两首》后，我就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利用
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去公园放风筝。

第一单元的教学结束了，他们画了美丽的图画，讲了春天的
发现，他们还要在植树节时亲手种下一棵树，和父母一起去
公园放风筝……虽然在这样一个四季不分明的城市里上着跟
春天有关的课文，有些吃力，但是看着孩子能和老师一起在
大自然中努力地寻找春天，我内心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孩子
们懂得善于去发现了。



部编版一年级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借助拼音，自学生字词：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
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初步认读生字。然后
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合看情境图，联系生
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由于一年级学生辨认字形不够精细，
有些字比较难学，我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如“凉”是后鼻
音，“凉”和“量”声调的差别，“情”和“晴”字形和语
义的区别等，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取得较好的
效果。

部编版一年级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古诗词大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语言
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教版第二册语文课本第一单元
课文里的《春晓》《村居》让幼年的孩子们在古诗里感受春
天的鸟语花香、杨柳拂堤、草长莺飞的景致诗情画意之美。
窗外绿意由浅愈浓，艳阳高照，暖风习习时方知春已远去，
夏天正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夏天会有怎样的一番景象
和别样的情趣呢，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笔下的《小池》把课
堂里的孩童带到了初夏时节的小池边。瞧，尖尖的小荷叶从
清透的池水中钻了出来，蜻蜓静静地立在荷叶上，展示着优
雅的身姿，池边绿荫照水，好一番情趣盎然，生动活泼的画
面。泉眼、树阴、小荷、蜻蜓……不需要出门，那一幅初夏
时节纯朴自然的动人画面就深深地映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指导》中明确指导低年级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要以读为主，先读通、读懂，再读出形、读出韵。
然后要以趣激情，以情促思。低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尚未充
分发展，但情感表现得相当丰富。他们的情感极易被激发。
古诗教学，要努力创设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氛围。要图文结合，
还要激发想象。教学时我是这样做的：



师：“池”是什么部首的字？它和什么有关？请你用“池”
组词。

生：池塘、池水、小池。

师：小池指的就是——

生：小池塘

师：小池塘里有什么呢？诗人杨万里描绘了小池的哪些景象
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小池》。（板书课
题）

师：边读边想，古诗里藏着哪些画面，你看到了哪些景象？
（读后反馈）

生：诗中有小荷。

师：小荷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描绘一下吗？小小的荷叶像什
么？

生：小荷叶像盘子。

师：小荷叶像把伞。

师：不对。你再仔细看看。（师画简笔画）

生：小小的荷叶像象牙。

生：小小的荷叶像羊角。

生：小小的荷叶像弯弯的月牙。

师：你们的比喻真形象。刚长出来的小小的荷叶原来是这样
子的，两头尖尖的。怪不得诗人写——（生读）“小荷才露



尖尖角”

生：古诗下面有插图，我从图上看到了。

师：你们真用心，你们喜爱小小的荷叶吗？我们一起来读一
读这个句子。

（教学解析：因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极少有甚至没有看
到过刚出生的荷叶，所以要他们描绘荷叶的样子时就会凭着
平时从电视上看到或从图画上对荷叶的认识记忆来描绘。通
过简笔画和课文插图的直观观察，孩子才有所了解，才对诗
句有所理解和体会。叶圣陶先生指出：“图画不单是文字说
明，且可以开拓儿童的想象。”教材里每一首诗都绘制了插
图，这些插图不但精美而且与诗的内容密切相关。所以插图
是学生想象内容、理解古诗的好帮手。《新版课程标准解析
与指导》在古诗教学指导中还明确指出：要引导学生创造性
地描述与插图相对应的某一诗句。）

师：诗中还有哪些景象呢？请你找一找，谁先找到了，谁就
上台来画一画，把景画出来。

生：诗中还有蜻蜓。

师：请你上来画一画。

（教学解析：兴趣是低段古诗教学的不二法门。我们班的孩
子最爱画画。我先带个头画了两片尖尖的荷叶，从他们的眼
神我就看出，他们早已跃跃欲试了。只见他们一个个鼓足了
干劲，都想上来画。一个个叫了起来“老师，诗中有太阳，
你看‘树阴照水爱晴柔’。”“还有树阴。”“还有池
水。”……孩子们有的画池水，有的画树阴，有的画太
阳……一幅生动的画面呈现在了黑板上，呈现在了所有孩子
们的面前。孩子们显得尤为满足和欢乐。）



当孩子们画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位孩子上来画泉
眼，明显对“泉眼”理解不够。

师：谁能上来画泉眼？

（一个小朋友昂首挺胸地“冲”上讲台，挠了挠头，又下去
了。）

师：泉眼就是泉水从山洞里流出来的那个口子。（师画上简
笔画，孩子们豁然开朗。）

师：泉水流得怎样呢？

生：细

师：是的，泉水充满爱惜地细细地流着。请你上来画一画泉
水。

师：泉水是怎样的？颜色？触摸的感觉？请你想象一下？

生：泉水是清凉的。

生：泉水是清澈的。

生：泉水是透明的。

师：这位小朋友画的树阴还不够到位。要怎样才会有浓浓的
树阴呢？

生：要树多，树叶茂盛……（又上台添了几笔）

师：孩子们你们画得太美了。能看到这么美的画面，我们要
感谢谁呢？……这么优美的诗你会喜爱吗？让我们美美地读
一读古诗。



（教学解析：学生理解了古诗的内容，体会了诗歌表达的情
感后，入情入境地诵读，诗中的画面便再次呈现在孩子们的
眼前了。）

（教学解析：没有想象，就没有情境，就没有了品位，没有
了创意。诗是诗人由情感体验勾勒出的画面和意境。在教学
中，教师要学会拓展这种意境并引导学生想象创造意境。一
堂课下来，孩子们收获满满。有了对初夏的认识，有了对本
课古诗的感悟和理解，还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创想，多么的不
可思议。）

语文，美在字字句句，美在情景交融，美在穿越时空的分享
与相遇……

部编版一年级三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借助拼音，自学生字词：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培养学生识字的能力。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让学生自学生字
词：让学生借助拼音，结合观察字形，初步认读生字。然后
让学生连词认读，展开想象，还可以结合看情境图，联系生
活经验，初步了解字义。由于一年级学生辨认字形不够精细，
有些字比较难学，我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如“凉”是后鼻
音，“凉”和“量”声调的差别，“情”和“晴”字形和语
义的区别等，鼓励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记忆字形，取得较好的
效果。

部编版一年级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兴趣是学生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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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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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心座》时，在主题图
讲完后，我请7个同学上台，问："苹果和香蕉，你最喜欢哪
种，喜欢苹果的站在左边，喜欢香蕉的站在右边"然后引导学
生讨论7由几和几组成。师还可以问：玩具车和冰淇淋，你比
较喜欢哪一种？放学后，你是先做作业，还是先看电视等等。
这样不仅让学生很快掌握7的组成，还可以进行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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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双色片》时，我先告诉学生我一共有几个双色
片，左手有几个，让学生猜猜右手有几个，这样反复进行几
次，学生就在"猜"中掌握了数的分解和组成以及加、减法，
加深了对数的认识，为今后学习用数学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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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不骄，败不馁。如在小组中可
以进行"夺红旗"比赛，在个人中可以比一比谁做得又对又快，
从而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