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地人的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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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天地人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看图、读字卡、听故事、读
儿歌等方法认识“天、地、人、你、我、他”6个生字，学会
组词，感知汉字的特点，激发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看图的方式，用一连串的问题启发引
导学生组词。通过图片来展示“天、地、人”的古字形，帮
助学生从字理上理解字义，了解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
感受汉字的奇妙，激发识字兴趣。我采用编《汉字歌》的办
法，教给学生一种识字方法——加减笔画识字法。我讲述了
一个有趣的古代小故事来帮助孩子们认识人称代词“我”，
进而让学生组词。

经过认真反思，我寻找到了教学中的不足之处：

第一，课堂容量有些大，留给孩子组词和练习说话的时间有
些少。

第二，对课本上的国画背景图，利用得不够深入。

第三，对人称代词“你、我、他”的教学虽然设置了卡片游
戏，但没有真正实现全体参与。一年级孩子一放开，就很难
马上安静下来。

第四，对课堂的组织管理和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尚需加强。



第五，各教学环节之间的过渡语言要多锤炼多揣摩。

第六，没能当堂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天地人的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的讲授基于开学初所暴露的问题之上，有所改进，ppt的
制作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认真听讲，
而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渗透也融入到课堂之中，加之大部分
学生在幼儿园的基础不错，能够快速而有效的学会、学懂本
课知识。

本想着在组词方面结合说话进行练习，但由于部分同学能力
有限，而未能全面开展。

我会在平日的课上与课下进行反复的说话训练。

天地人的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刚开始不是学习拼音，而是先学习一单元的生字，再
学习拼音，让学生们有一个从幼儿园到一年级的过渡。《天
地人》是识字的第一课，以国画为背景，展现了6个汉
字：“天地人你我他”，引导学生认识世界，了解世
界。“天”、“地”是学生常见的事物，“天”覆盖万
物，“地”负载万物，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你我他”
是生活中常用的3个人称代词，反映了中华文化对“人”的重
视，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这六个字要结合着生
活实际来学习。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识字，在快乐活动中
识字。

1.多种方法识记，提高识字效率。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
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的难点。本节课以6个生字的识
记为重点，引导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识记生字的方法。
在汇报的过程中，识字的'方法变得多元化，可以在情景中识



字，学生边说边做中识字，同桌互相提问识字。在教师点拨
的过程中，识字的方法变得有效化。

2.《语文课程标准》在低年级的教学目标中提出：喜欢学习
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这种喜欢和愿望需要老师在平时
的教育中去激发和培养。比如在教学生字时，用生字卡片，
让孩子们三到四个人为一小组进行合作，想办法记字，充分
利用书中插图识字。三个人一组认识你我他创设情境识字。
还可以在说话中识字，将情境带入课堂，将课堂还给学生，
给学生更多的活动空间。

天地人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是识字单元的开篇，也是一年级学生进入小学学习的第
一篇课文，本节课中我重点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识字，在
快乐活动中识字。

由于学生还未学习拼音，我就结合图片和生活实际，帮助学
生读准字音，理解字意。如：认读“地”时，我多媒体展示
了各种生活场景：铺满土的叫土地；铺满沙的沙地；长满草
的叫草地；铺满雪花的叫雪地。这环节的学习学生非常兴奋，
前几个是我说出了答案，到后来学生已经都自己说出来了，
有的还自己创新了，如：长满菜的叫菜地。这样的环节调动
了学生识字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识字的兴趣。

对于“你我他”三个字，教学时是有难度的，既不能过多的
设计人称，又要让学生知道其中的区别。一年级小朋友年龄
小，特别喜欢游戏。因此，在这一环节中，我采用了游戏的
方式教学。让学生四人一组，抽签“你”“我”“他”，，
抽到哪个字，就用哪个字介绍组员。这样在游戏过程中正音
识记生字，学生学起来也轻松不少。



天地人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讲授基于开学初所暴露的问题之上，有所改进，ppt的'
制作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认真听讲，
而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渗透也融入到课堂之中，加之大部分
学生在幼儿园的基础不错，能够快速而有效的学会、学懂本
课知识。

本想着在组词方面结合说话进行练习，但由于部分同学能力
有限，而未能全面开展。

我会在平日的课上与课下进行反复的说话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