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智语文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小小
的山村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培智语文教学反思篇一

1、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过或者参加过升国旗吗？你们想看国
旗护卫队的战士们是怎样升国旗的吗？请看录像。或者由教
师或学生叙述当时的情景。

2、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你看，我们山村
小学的`同学们也升起了国旗。(引言导入，板书课题)

二、自主、合作学习课文

1、请学生给自己已经认识的字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小组交
流，把自己认识的字告诉伙伴。（增强自信心）

2、请学生用“o”圈出自己还不认识的字，并去向自己的朋友
求教。

3、听教师范读儿歌的录音，正音。

4、教师领读儿歌，学生跟读。

5、学生试读。

6、分小组读。



7、同桌互读。

8、抽学生读。

9、自由读

10、齐读。（只要学生能看着书读准字音，不丢字，不加字，
学过的词语能连读，遇到句号停一停，读音清楚、声音响亮
就可以了。）

三、朗读背诵，讨论解疑

你知道我国的的国旗、国歌和首都吗？

（小组讨论后班级交流）

四、探究学习，养成习惯。

升国旗时我们应该怎样做？

培智语文教学反思篇二

1、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

二、学习生字

1、请学生用“”画出生字。

2、学生自己试读。

3、小组学习，把自己会读的告诉伙伴，把自己不会读的向别
人请教。



4、师教读，正音。

注意三拼音“国”、“教”和“校”后鼻音“星”、“升”。

5、小老师教读。

6、猜字。

7、用生字卡片开火车。

8、扩词扩句。

三、自主积累词语

1、学生自己试读。

2、小组学习，把自己会读的告诉伙伴，把自己不会读的向别
人请教。

3、师教读，正音。

4、用生字卡片开火车。

5、扩句。

四、指导书写

1、学习新笔画“横折、竖弯的写法。

2、书空练习。

3、学习“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

4、讨论怎样才能记住？



五、总结升华。

培智语文教学反思篇三

《山村》一课是邵雍（宋）用一到十个数个写的一首描写山
村美景的诗，同时也是同学们入学以来学的第一篇课文。本
课的教学目标是1、有感情的朗读故事，体会诗中的意境，培
养学生对山村美丽景色的喜爱之情；2、认识“山、村、台、
九、枝、四、五、六、七、十”这十字。3、让学生体会诗人
的伟大。其中‘认识“山、村、台、九、枝、四、五、六、
七、十”这十字’是教学重点，“让学生体会诗人的伟大”
是教学难点。

我觉得在上这节课时让我觉最开心也是我最成功的地方就在
解决这个教学难点上。为了让学生体会诗人的伟大，我出示
了另外一首用10个数字写成的诗《咏雪》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六七八片九十片，飞如芦花都不见。然后
问学生：“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两位诗人伟大吗？仅仅是十
个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数字，而他们却写出了一首首美丽
的诗！同学们，你们想不想伟大呢？”“想！”“那就赶快
动动脑子，我们自己也来作一首诗，也可以为大家说一说你
们在幼儿园里学习的有关1到10这十个数字的儿歌。”学生说
什么的都有，但能用10个数字的却一个也没有，于是我赶快
说：“通过刚才同学作诗的情况来看，写一首并不容易，尤
其是用数字写，那么你们想对这两位诗人，说些什么？”我
们班的关书雅同学说道：“我想对诗人说三句话，1、诗人你
真棒！2、诗人你们可真聪明；3、我要好好学习。”对于年
仅7岁的孩子，他能说这么好，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
为在我教学让学生对诗人说些话时，我觉得这个设计对于一
年极的孩子来说，有很大的难度，而关书雅同学却回答的如
此精彩，真太感谢她了！感谢我所有的学生！

教完这课后，我感到自己很轻松，也感到非常的愉悦，因为
孩子们喜欢我的课堂，同时让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叫“长江



后浪推前浪”。我们作为老师更是要充分地挖掘、发挥学生
的潜能，使他们达到淋漓尽致！

培智语文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我上了一年级语文上册《小小的船》一课，课后反思，
认为这节课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加强朗读，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我在设计这一课教学设计时感到学生阅读能力对学生非常重
要，而且培养非常不容易，需长时间培养。因此，注重了学
生的朗读。我认为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
读中有所感悟，感情得到升华。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读，
才能读出情，读出趣呢?在本课的教学当中，我设置了这样的
情境：先欣赏诗歌《小小的船》学生听的很有趣，这时，我
问：“你们喜欢吗?想学吗?这恰巧是我们要学的课文。”学
生非常高兴，兴趣被调动起来。在读的过程中，我灵活变换
形式朗读，有范读、自由读、齐读、男女生比赛读、闭着眼
睛想像读等等。

二、培养学生课外收集资料的能力，促进家长与学生联系，
深化感情。

《小小的船》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的儿歌，里边有很多天文
知识。例：月亮的变化规律，为此，我让学生向家长询问月
亮的知识，上课与同学交流，看到学生兴高采烈的样子，我
觉得工夫没有白下。在语文教学中，我坚持让学生收集资料，
拓宽学生知识面，进行知识积累，同时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

三、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小就开始起
步。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也应该培养。在教学中，我设



计了让他们用“。”来划他们认识的字，在划的过程中，学
生得到了认同感，有了成功的喜悦，知道自己会认许多的字，
学习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

四、调动学生感知，多种方法来识字

当然，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课堂气氛过于活跃，学生的学
习习惯还要进一步的强化培养，面向全体还应加强，自己的
评价性语言还不够丰富，语言组织能力还有待加强。

培智语文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散文，作者通过对坐落在山谷里的美丽的小山村的
描写，抒发了对美丽的小山村的喜爱之情。教学中，要注重
品词品句，作者以问句开篇，用一个“山环水绕”就勾画出
了小山村的总体特点。第二自然段具体描写了小山村的特
点“群山环抱”“不容易发现”“坐落在山谷里”都体现了
小山村的“小”，第三、四、五自然段描写了走近小山村听
到的声音：“鸡鸣、犬吠”走进小山村看到的景物“石林、
层楼、清泉等”有静有动。特别是动词的用法，更是小文的
精妙之笔。最后作者运用了贴切的比喻、拟人的手法，抒发
了对小山村的喜爱之情。教学中，学生以多读为主，品味词
句精妙，学习作者的用词之在习作中育人,在习作中培养孩子
的自信,写文与做人统一起来。

尽管教学目标中没有要求学生背诵，但是，我为了帮助孩子
积累语言，提高写作水平，我要求学生背诵课文的`4、5、6
自然段。让学生在熟读中，在记忆中，反复揣摩、品味作者
的准确用词和细腻的写作手法，以达到能够学以致用。

课堂是灵动的，孩子的心灵是灵动的，教师智慧的语言是开
启孩子心智的一把钥匙，我愿自己永远拥有它，开启我的学
生们的心灵之门。相信长此以往，学生的写作水平会得到有
效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