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小
小的船教学反思(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今天，我上了语文《小小的船》一课，觉得收获挺多的，现
作反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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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
儿歌〈〈小小的船〉〉学生听的很有趣，这时，我问：“你
们喜欢这首歌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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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一句时，我就采
用了比较读的方式，用原句与“弯的月儿小的船”比较，问
学生：“你觉得哪句话好？”学生一一说，认为只有一个弯
字不美，显得别扭，弯弯的好听，能想象出它的样子。我让
他们反复读，在我的范读引导和自己的感悟下读的好极了，
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不断提高学生读的水平时，我想语文课仅仅靠读不行，还
应引导学生思考。孔子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
”可见，语文教学中，读与思相辅相成，我常常鼓励提问的
孩子，有问才有思。在《小小的船》一课的教学中，我先让
学生到诗歌中去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通过朗读、思考、查



找资料，师生共同解决问题，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

一个优秀的教师不是教教材，而是灵活运用，进行跨越式教
学，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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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得家长对
孩子的关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配合老师做好学生工作。

教过语文课的老师们都知道，作文是令我们头疼的问题。平
时没有基础，没有素材，考试着急，分值又特别大，作文训
练应从小培养。学习了《小小的船》后，我对学生说：“你
们喜欢这首儿歌吗？，它的作者就像你们这么大，你们也可
以写出这么优美的歌谣，想试试吗？”学生非常惊讶，也跃
跃欲试，我让他们仿写，由于以前进行过写话训练，学生作
品很成功。例：弯弯的香蕉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滑弯弯，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黄黄的外壳白白的心儿。还有的
学生对叠词感受很深，像弯弯的、小小的、蓝蓝的等，写出
了这样的小儿歌，“小朋友，笑眯眯，笑的嘴唇红红的，笑
的脸儿圆圆的，笑的眉毛弯弯的。”尽管语言很简单，可对
于一年级，刚认字三、四个月的孩子来说已经非常不易。长
久以往，他们的写作能力一定能提高。

当然，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课堂气氛过于活跃，经常发言
的孩子说的多，忽视了沉默寡言的孩子，面向全体还应加强，
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还有待加强。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学习之季在于始，有了
良好的开始就有成功的开始，我愿做学生的引路人、同行人，
在知识的大路上阔步前进。



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上完《小小的船》一课后，我细细反思，认为这节课的成功
之处有以下几点：

在本课的教学当中，我十分注重创设读的情境，如：“小小
的船可好玩了，孩子们愿意上去坐一坐吗？”（自由
读）“此刻和小伙伴一起上去玩一玩吧。”（同桌读）“看
你们玩得这么开心，带老师上去一次吧。”（齐读）学生读
时兴趣盎然。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变换形式朗读，有范读、
自由读、齐读、男女生比赛读、闭着眼睛想像读等等。此外，
我还注意读的层次，如学“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一句时，
学生开始读得不到位，我就采用了导读的方式，问学
生：“怎样的月儿怎样的船？”学生读得稍好一些了，我又
提示：月儿再弯一点，小船再小一点。学生读得有感情
了。“再读得美一点，这个弯弯的月儿就会变成一只小船了。
”学生兴致更高了，这一遍读得更好了。学生开心极了，在
读中感受到文字的优美。

课堂教学中老师们在“读”字上苦下功夫，语文教学出现了
勃勃的生机，“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语文教学
中，读与思应齐头并进，二者不可偏废。在教学中我常常告
诉学生：聪明的孩子提问题。在《小小的船》一课的教学中，
我先让学生到诗歌中去寻求问题，提出问题，并采用在黑板
上贴小问号的形式激发学生质疑。通过朗读、思考、查找资
料，师生共同把小问号逐一打开。学生的思维潜力得到了训
练。

《小小的船》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的儿歌，它语言亲切，意
境恬静，画面优美。在教学中，我除了引导学生读文悟境，
还把拓展阅读也作为教学的重点。课前我布置学生收集关于
月亮的诗歌、歌曲、故事以及一些小知识，学生都很感兴趣。
课堂上孩子们背诗、唱歌、故事对月亮的了解越来越深，积
累了不少知识，并从中得到了锻炼，掌握了最基本的收集信



息的潜力。

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真正尊重学生。学生只有在身心完全放
松，精神高度自由和愉悦的状态下，灵性才会自然而快捷地
产生。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学生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
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执教部编教材一年级上册语文《小小的船》一课，我觉得收
获满满，现将反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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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
儿歌《小小的船》学生听的很有趣，这时，我问：“你们喜
欢这首歌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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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一句时，我就采用了
比较读的方式，用原句与“弯的月儿小的船”比较，问学生：
“你觉得哪句话好？”学生一一说，认为只有一个弯字不美，
显得别扭，弯弯的好听，能想象出它的样子。我让他们反复
读，在我的范读引导和自己的感悟下读的好极了，脸上洋溢
着笑容。

在不断提高学生读的水平时，我想语文课仅仅靠读不行，还
应引导学生思考。孔子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
”可见，语文教学中，读与思相辅相成，我常常鼓励提问的
孩子，有问才有思。在《小小的船》一课的教学中，我先让
学生到诗歌中去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通过朗读、思考、查
找资料，师生共同解决问题，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

一个优秀的教师不是教教材，而是灵活运用，进行跨越式教



学，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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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得家长对
孩子的关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配合老师做好学生工作。

教过语文课的老师们都知道，作文是令我们头疼的问题。平
时没有基础，没有素材，考试着急，分值又特别大，作文训
练应从小培养。学习了《小小的船》后，我对学生说：“你
们喜欢这首儿歌吗？，它的作者就像你们这么大，你们也可
以写出这么优美的歌谣，想试试吗？”学生非常惊讶，也跃
跃欲试，我让他们仿写，由于以前进行过写话训练，学生作
品很成功。例：弯弯的香蕉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滑弯弯，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黄黄的外壳白白的心儿。还有的
学生对叠词感受很深，像弯弯的、小小的、蓝蓝的等，写出
了这样的小儿歌，“小朋友，笑眯眯，笑的嘴唇红红的，笑
的脸儿圆圆的，笑的眉毛弯弯的。”尽管语言很简单，可对
于一年级，刚认字两个月的孩子来说已经非常不易。长久以
往，他们的写作能力一定能提高。

当然，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课堂气氛过于活跃，经常发言
的孩子说的多，忽视了沉默寡言的孩子，面向全体还应加强，
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还有待加强。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学习之季在于始，有了
良好的开始就有成功的开始，我愿做学生的引路人、同行人，
在知识的大路上阔步前进。

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小小的船》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的儿歌，它语言亲切，意
境恬静，画面优美。在教学中，我除了引导学生读文悟境，



还把拓展阅读也作为教学的重点。课堂上孩子们背诗、唱歌、
故事对月亮的了解越来越深，积累了不少知识，并从中得到
了锻炼，掌握了最基本的收集信息的能力。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来说，识字教学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本学期识字
量特别大，对学生也是一个挑战。在教学中，要调动学生的
感知和积极性，用多种方法去识字。

小小的船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小小的船》属小学语文第一册看拼音读课文识字第二阶段
的第32课，本课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首美妙精巧的儿童诗，
这首诗描述的是在晴朗的夜晚一位小朋友仰望一弯明月所看
到的情景，展现了孩子飞上月亮、遨游太空的完美愿望。全
诗共二句：第一句生动地描绘了月儿“弯弯”“尖尖”那种
惹人喜爱的形象；第二句由“小小的船”展开想象，写小朋
友坐上月亮这条小船所看到的无边的蓝天和天空中闪烁的星
星。全诗形象优美、韵律和谐，充满了儿童情趣，贴合低年
级学生乐于想象、善于想象的思维特点。根据教材的特点，
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学习经验，我确定了如下三个教
学目标：

1、能借助拼音读准“船、弯、两、头、见、闪、蓝”7个生
字，能在语言环境中认读。认识部首“舟”字旁，能在老师
指导下，正确描述“船、头、看、见”。

2、能背诵儿歌，不加字、不漏字，熟读成诵。

3、能认识叠词的形式，学会初步运用。

4、观看媒体画面，联系生活实际感受，想像说话：弯弯的月
儿像_______。

5、在朗读过程中感受晴朗夜空的美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在教学设计中，我努力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在课的开始，出示静中有动的图画情境，将小朋友们带入了
优美的意境中，学生感到新奇搞笑，使学生在简单愉快的气
氛中进入学习状态，顺其自然的切入主题，激发起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欲望。

针对一年级新教材特点，学生的识字任务重，本人采用了分
散识字法，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用心性，又能够减轻学
生的识字任务。

《语文课程标准》把“喜欢阅读”放在一年级阅读教学阶段
目标的第一条。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中一项语言基本训练。
它既是理解语言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增强语感，发展语感。
教学中，让学生直接去感受语言、积累语言。努力营造着一种
“我想读、我来读、我要读”的氛围。用激励性、挑战性的
话语，并在学生朗读之后，给予其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这样，
学生在整节课中就始终持续着那份“读”的热情与渴望。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努力创设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教学
环境，说话训练到位，说话时想像意境美，学生从不一样的
角度展开说话，扎实培养学生的语感！这首诗有丰富的想象
空间，第一句中“弯弯的月儿”可爱而搞笑，在理解月儿和
小船之间的联系后，立即引导学生发挥想象这弯弯的月儿还
像什么。第二句的品读中，结合课后说话练习“我在小小的
船里坐，看见了_____星星，_______天”，我加以想象力培
养的拓展，改成了“我在小小的船里坐，看见
了__________”，然后综合运用图画、语言、音乐再创设情
境，激活学生的想象，使学生情趣盎然的谈起自我坐在小小
的船里看到的景色。这样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潜力，可谓水
到渠成了。想象力丰富的孩子说到火星、流星雨、银河系、
外星人等等，进军宇宙的理想种子，也许就在此时此地萌发
了。透过想象，扩展了作品的境界，使诗的形象显得更加鲜
活，诗的意境更加开阔，而感情也随之飞驰，升华。起到了



分析讲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顺利的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
点。

当然，这节课还存在许多的不足：

1、美读不到位。像这样优美的文章，是培养学生美读文章的
潜力的大好机会。但文中两个词的读音不到位——“船儿”
的儿化音过于僵硬，“星星”的后鼻音过于重，使得整首诗
的美读大打折扣。其次，虽然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很多朗读
形式，但还是不理想。

2、激励性的语言过于单调，课堂教学机智还有待于提高。比
如在生字教学中，“头”学生交流记字好方法时，提到找朋
友的方法“两头”，我就应顺势引导学生“两头什么？”及
时渗透量词知识。这样就不用再另外提问学生“你能说说一
头什么？”其次，在学生找朋友“一头老虎”“一头狼”时
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

3、课堂教学没有把握好时间。原定的教学任务虽然完成，但
拖延了将近5分钟时间，我想教学过程中，自我过于追求学生
回答参与面广而没有控制好时间，其次生字教学时间还能够
挤出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