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完整版(汇
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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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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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船》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激发学生认
识情感、激活学生认字思维，从而让学生找到识记的方法和
乐趣，在乐趣中识记、主动识记。首先，让故事激发兴趣。
我在开课时，设计了谜语激趣引入。在开课环节，充分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开课时迅速进入学习状态。这样一
下就抓住了学生的心，调动了他们的兴趣。

第二，注重识字教学。学生一开始就对课堂产生了浓厚兴趣，
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利用设计好了的各种认读识字的形式将
知识点更好的传授给学生。首先要学生对本课的认读生字有
个初步的认识。例如通过自由朗读、点名朗读、齐读课文等
形成学生对生字的音和形有整体的感知。学习生字，我不是
一味地让学生用各种方法记字形，而是预设了几个教学
点，“坐”字用猜字谜、反义词（坐对立）来帮助学生释义，
学习“弯”字，我演示了偏旁“弓”的变化过程，帮助学生
记形。巩固生字环节，我用了游戏“摘星星”，学生兴趣浓
厚，效果非常明显。

第三，练习想象说话。在本课教学中，我还不失机会地积极
开扩学生的想象空间。我设计的“弯弯的月亮像什
么”、“弯弯的事物有那些”、“蓝蓝的`天空像什
么”、“闪闪的星星像什么”等问题，并让学生想象“你坐



到月亮上，会看见什么？”让孩子积极投入了想象和思考，
并鼓励他们踊跃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交流中，学生对课文
内容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二

《识字1》是词串识字。围绕春天，将12个词语分为四组，排
成四行，隔行押韵。每组词语表示同类名物，从不同的方面
揭示了春天的特征。第一组词语说明了春天的气候特征，第
二三组词语分别是春天的植物和动物，第四组词语介绍了春
天里果树的花。上这课时，我在秦宇杰老师的指导下，精心
设计教案，做好课件，以期上好开学第一课。

上课开始，我让学生倾听三种不同季节的声音，从而把学生
由寒风呼啸的冬天带入鸟语花香的春天。这样的导入设计不
仅新颖，更训练了孩子的倾听能力，还培养了孩子的乐于倾
听习惯。最重要的是，鸟儿动听的歌唱一下子就把孩子带入
了烂漫的春季，完成了“创设情境，导入新课”这一目标。
这时，我随机出示了春天的图画，让孩子有了直观的感受，
并引导孩子边看边想，“春天来了，大自然发生了哪些变
化？”孩子面对图画侃侃而谈，练习说话。“你能用怎样的
成语描绘眼前的景色？”这样复习了孩子之前积累的词语，
更丰富了语言。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的识字教学，扎实有效，
出示词语到读词语到理解词语再到读好词语，层层深入，逐
个击破，且各排词语间能做好过渡，环环相扣，使之看起来
仍是一篇完整的韵文。我步步引导学生，读出了韵味，读出
了春天的意境。识字教学时，还渗透了秦老师一直提倡的整
合教学理念。比如，我在教导“春雨”这两个词语，不仅让
孩子看了“下春雨”的情景，引导学生想像“春雨像什么？
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从而理解“春雨”，更随机出示了
朱自清先生的名篇《春》中的片段“春雨，一下就是三两天，
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在识字的基础上，品味名



篇，提升识字的深度，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但遗憾的是，我对课堂教学的组织能力以及时间的把握方面
还需不断锤炼，课后金贤老师对我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一定
会认真吸取并实践，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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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本课生动地描绘了冰花的千姿百态和晶莹洁白。课
文共有三个自然段，语言生动形象，课文的插图形象地反映
了课文内容。因此，本课的教学就是要通过朗读，以读促学，
使学生认识体会冰花的美丽多姿、晶莹透亮、洁白无暇，从
而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思想感情。

1、抓住关键的词语和标点指导朗读。例如：他惊奇地喊
着：“妈妈，你瞧，玻璃窗上开花了！”在教学时，我先让
学生理解“惊奇”一词，问：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惊奇呢？
（遇到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到自己从没看到过的东西。
比如说：看魔术表演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惊奇；夏天雷阵
雨后，看到天空中七色的彩虹，也会惊奇；那天妈妈把长头
发剪掉了，我觉得很惊奇！）接着我请学生把自己就当做小
童惊奇地喊一喊，学生一方面更加进入了课文情境，另一方
面也体会了小童奇怪的心理，从而对冰花产生了更浓厚的兴
趣，其中的'感叹成分自然表露出来。

2、抓住重点句体会冰花的美。课文中所描绘的冰花是千姿百
态的，语言非常优美。特别是比喻句“它像宽大的树叶，像
柔嫩的小草，像丰满的牡丹，一束束，一朵朵，晶亮，洁白。
”写出了冰花的各种形状，写出了冰花的数量之多。教学时，
我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说冰花像怎样的树叶，像怎样的小
草，像怎样的牡丹，并通过朗读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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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我特意创设了一个虚拟的情境——故意用增、删、改
等方法“篡改”课文12处，再制成朗读录音，让学生挑
刺，“帮助”老师找出错误所在，利用商讨策略，先合上课
本倾听，再翻开课本边听边看，边思边辩边演，为服务学生
学习，引导学生对文中人物、事件形成“自己的感受和想
法”，并“在阅读中积累词语”提供了放矢之“的”。

六七岁的孩子上课易于疲劳，有意注意不能持久，教师通过
情境创设，让学生给“权威”挑毛病，在“助人为乐”中成
了真正的“发现者”，通过近似竞赛的教学活动，激发了学
生的内驱力和学习兴趣，创造了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
自由轻松的学习气氛，有效地提高了注意力。教学中，师生
之间、教学内容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感消除了，具有争强好
胜特点的学生们的探索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了最大
的满足，形成了“紧张而活跃”的高潮气氛，提高了教学的
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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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提问：这节语文课，我正引导学生们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当读到第4小节时，第一小组伸出一只小手。“方妍，
你有什么事吗？”我耐心地问。方妍站起来，奇怪地
说：“老师，为什么阳光钻进棉花里，棉被就会暖和呢？”
我当即对她积极提问进行了鼓励，并请她上台来主持这个问
题的讨论。此时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大家都急于发表自
己的看法，课堂气氛活跃了起来。一生说：“因为棉花是白
色的，阳光钻进棉花，棉被就会暖和起来。”另一生马上反
驳：“不对！我们站在太阳底下，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衣服都会暖和起来。”最后讨论得出，棉被会暖和是因为太
阳是会发热的球体，阳光钻进棉被，把热量传给了棉被。

我真佩服这些孩子，他们会读书、会思考、会发现、会表达，



如果我在教学中对第一只突然举起的小手视若无睹的话，我
想我会错过一次又一次和学生真正交流学习的'机会。关注学
生，尊重学生，学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经历了这一次后，使
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