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 部编版日月潭教
学反思(汇总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一

我所上的内容是《大禹治水》的第二课时，是在解决了字词
之后，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了大致了解的基础上，带领学生一
起品读，探究课文内容。

一、治水前

我通过词语复习导入新课，让学生通过洪水、泛滥、毒蛇、
猛兽等词语进行画面联想，从而引出第一自然段，同时图文
结合，展示出洪水泛滥的画面，让学生体会老百姓生活的痛
苦，从而明确治水的迫切。

二、治水

首先是请学生自己默读课文，并思考文中讲了哪两个人治水
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用了多少时间，最后结果怎么样？接下
来又拎出文章中分别讲鲧和禹治水的自然段再次讲解，同时
还设计了练习环节，这样虽然把治水过程讲得非常清楚详细，
但由于内容上多有重复，显得拖沓累赘，花去了很多时间。
随后请学生说一说这一连串的问题。之后，通过让学生找出
可以看出，大禹是怎样一个人的关键词句，并且说一说大禹
是怎样一个人，让孩子们对大禹的做法进行思考，从而理解
他心系百姓，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大禹产生敬佩之情。

三、治水后



学生说出大禹治水后的变化，并完成下面表格，同时思考洪
水被治理好之后，百姓过上了怎样的生活。让学生知晓是大
禹治好了水，让百姓们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随后，
我安排了一个复述课文的环节，这个环节没有起到很好的效
果，着实高估了孩子们对课文的掌握程度。应该放在下一个
课时更为合理。最后进行总结，梳理结构，让学生对整节课
的内容更加清晰明了。还安排了随堂练习，让学生对一些知
识点进行巩固。

这堂课我旨在把课堂还给学生，由教师引导抛出问题，让学
生自己找答案，说出答案，从而能够更深刻理解课文内容，
锻炼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但整节课让学生读得太少，
导致很多同学无法流利地朗读课文。在让学生回答问题环节，
尽管在学生回答问题之后，老师都给予了及时的评价，但评
价语单一，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通过这节公开课，我深刻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的含义，要上一堂好的公开课，首先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基
本功，还要关注到每一个学生；既要设计好这堂课的每一个
环节，同时还要有应对课堂突发状况的教学机智。所以这就
要求我们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要多学习，多思考，多锻炼，在
关注学生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上出高质量的课。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二

乍一看，朗读的点还真不少，哪一句都可以有滋有味地读上
一番。在仔细品读后，我决定抓住元元的两次叹息为朗读的
亮点。但要读好这两次叹息，联系上下文揣摩体会主人公的
心理活动是前提，也是基础。因此，教学中我以帮元元找
回20分钟为线索，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汽车站
的等待，步行到校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
想象元元当时的心情，语言。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
实到“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中的“刚”;“他向停在车



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
的“眼看就”;“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
走到学校去。”中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先
朗读后体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一
幕时，结合插图，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
学生入情入境，体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
学生读两次叹息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结合实践，课外延伸，突出重点。在学生找到元元迟到20分
钟的原因后，让学生改编课文《元元的明天》，由于前面的
阅读理解非常到位，所以在改变的课文中学生顺理成章地点
出了中心：“元元想：昨天迟到了，今天一定要珍惜时间，
一分钟也不能多睡。”趁机和学生交流一分钟能做些什么。
孩子们是二年级的学生，所以课前我布置让爸爸妈妈测量与
学生生活贴近的一分钟能跳几个绳，踢几个毽子，能写几个
字，能做几道题。这时，我又告诉学生，一分钟能做很多事
情，人们驾驶着汽车一分钟可以行使十几公里，印刷厂的工
人借助先进的机器，一分钟可以印刷很多张报纸……学生的
眼里放出惊异的目光，我趁机反问：“现在，你们觉得时间
重要了吗?”于是，我收集了一些关于时间的名人名言，在课
堂的结尾，送给学生。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三

本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写景类文章，作者以清晨和中午以及
下雨天，三个特写镜头展示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达了作
者对宝岛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文章结构清晰，景美
情浓，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教学中我
利用多媒体课件资源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美文美读，丰富内
心体验，逐步提升人文素养。教过之后有一些体会如下：

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
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让学生充分地自己读书，读出声，读
出意，读出味，读出情，读出神，如临其境。在读中整体感



知，理解文意；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思
想教育和情感的熏陶；在读中积累语言，学习表情达意的技
巧。在教学中，我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文本语言还原为生动
可感的形象，让学生陶醉在令人神往的境界中，对日月潭的
风光有了更多的表象储备，有效渲染了气氛。然后以读代讲，
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感悟、理解，让学生感受日月潭的旖旎
风光。其中第三、四自然段是朗读的重点，通过朗读，表达
出不同时间，不同天气景色的变化。为此，我设计了指名读，
自由放声读，男女生赛读、找伙伴读，小组读，师生合作读
等多种朗读方式，在老师适时的点拨和示范下，体会和感悟
日月潭的秀丽风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让学生树立表达的自
信心，引导他们积极参加讨论，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逐步
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如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我请学
生在自己读读课文第三、四自然段以后问：“你喜欢什么时
候的日月潭？为什么？”各学习小组热烈讨论后，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有的说：“太阳高照的时候景色很美丽，因为这
样爸爸妈妈就可以带我们出去玩。”有的说：“下雨的时候，
日月潭周围一片朦胧，像仙境，很美。”在学生发表自己见
解的同时，也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

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前提下，我让学生看图，想象一下，什么
时候的日月潭也会很美很美？孩子们在文本的基础上，发挥
自己的合理想象。有的说：“日月潭的傍晚很美，天上星星
闪闪，山上灯光闪闪，水中也是一闪一闪，真迷人。”“大
雾天的日月潭又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天空一片朦胧，对面的
山、水、天空都看不出了。”……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

此外，实践积累也是新课程改革的另一重要目标，它能为学
生以后的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基础。《日月潭》文字优美，
如诗如画，使人入情入境，是鼓励学生积累好词佳句的隽文。
在教学中，我激发学生的积累兴趣，教给他们积累的方法，
同时给予他们展示的机会，鼓励他们实践运用。相信，学生的



“好词佳句锦囊”中也存放了不少的“金子”了。

本节课环节的设计应该是很清楚的，条理是很明朗的，但是
因为离我们这里比较遥远，有的.景色学生的体会还不到味。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四

阅读能力的培养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策略。诠释策略就
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诠释策略中“提取关键词语”是阅
读教学中扫除阅读障碍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实际阅读中，教
师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来帮助学生理解有疑问的词语。

（二）教学思路

提取关键词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阅读基本功，是一种十分必
要的阅读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领会关键词语的意思，深入
领会关键词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使之准确把握课文的
主要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教学效果

这节课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三个：

一、在课文教学中，我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文本语言还原为
生动可感的图片，让学生陶醉在令人神往的境界中，对日月
潭有了更多的表象储备，有效渲染了气氛。然后以读代讲，
在朗读中感悟、理解。让同学们感受日月潭的秀丽风光。

二、在教学日月潭名字的由来时，我不仅运用日月潭的平面
图让学生们更形象的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湖叫日月潭，并给同
学播放一段关于日月潭名字由来的传说的视频，这样更加激
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

三、三四自然段是朗读重点，我通过提取关键词语简单放手，



让学生来感受在不同时间，不同天气下日月潭景色的变化，
同时老师适时点拨，使学生体会和感悟日月潭的秀丽风光。
整堂课的教学重点我放在了三四自然段，让同学在读熟读美
的情况下联系了背诵。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五

部编版的教材增添了很多新课文，但是像《坐井观天》这样
的老课文依然保留，在教学完这一课后，我有了这样一些想
法：

学生阅读的心理活动规律包括：复杂的思维活动，复杂的情
感活动，复杂的语言实践活动。一般来说，这三种活动总是
有机结合、难以分割的，但情感活动的趋向性(如好奇、兴趣、
动机等)又往往对思维活动和语言实践活动产生制约和影响，
因而情感活动呈现不稳定性，具有调控作用。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要让学生带着一种高涨的激动
的情绪从事学习和思考才是真理。”低年级学生学习语言更
是如此。学生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丰富的情感被激发才
会有表达的强烈欲望，进而在无拘无束的对话中生成新的语
言。新教材更贴近儿童的生活，更体现儿童的情趣，更反映
儿童的思想。教师要以文本为依托，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倾
心营造与儿童心灵相通的情境，让滋润儿童语言、生命发展
的阳光跳进课堂。这就要求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准确捕捉
学生的阅读情感活动并予以适时引导。

我通过引导，让学生潜心会文，通过直觉思维，感性体验，
吸收精妙语言，逐步丰厚自身的文化底蕴。学生们再次分角
色朗读时，情绪高涨，气氛热烈，入情入境。练习5分钟以后，
当我让小组上台表演时，有几个小组的学生斗争着要上！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由此被调动了起来，他们不但能够大胆地分
角色朗读，有的还边读边做动作！真是有声有色，情境再现
课堂之上。



部编版一年级教案反思篇六

清晨，每当我走进学校，看见孩子们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时，
我总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通过《找春天》这一课，使我
对学生、对春天有了更深的理解。

《找春天》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引导学生找春天、画春天的活
动，使学生了解春天的典型景物，掌握组织画面的简单方法，
同时引导学生感受春天的美好，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高尚情
操。

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我本着创设宽松、互动的课堂氛围，突
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们的能动作用，引导他们主动
学习，鼓励他们参与美术实践活动，努力使学生们在轻松、
愉快的课堂学到知识。

通过《找春天》在课堂的成功讲授，证明了这样的教学思路
是正确的。学生们在这样宽松的课堂氛围中能够各抒己见，
言行中充满了对找春天、画春天的喜爱，对创作春天画面的
高涨欲望，这种热情甚至动摇了我原本对教学环节的设计方
案。例如，在学生汇报资料之后，有一个画春天景物的环节，
原本只是想画完就完，就在这时一个孩子突然举手，急切的
目光告诉我，她有事要说，我走近她，她示意我俯下身，孩
子神秘地小声在我耳边说：“任老师，我听见春天的景物在
说话。您听，小鸟说：春天到了！春天到了！，小河里的冰
化了，路边的小花开了。”我适时地改变了教学环节的设计，
增设了倾听春天的声音这一环节，学生们参与的热情空前的
高，有的孩子说：“小松树说：春天到了，我又长高了！”
有的说：“我听见小草在说：春天到了，我要长得更加强
壮！”还有的说“任老师，我听见河里的小鱼在说：春天到
了，小河里的冰化了，我又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在
孩子们幼稚的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春天的理解与热
爱。再例如，在教学的最后环节，我原本打算了将学生的作
品连成一片，成为一幅描写春天的长卷，但是话一说出，立



刻遭到了孩子们的反对，他们建议我将每一幅画想象成火车
的车厢，最后将全班同学的画连成一列满载春天信息的列车，
它将春的消息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的想法多好呀！我们当教师的总是在说，兴趣是如何
的重要、兴趣是使学生主动学习的一把金钥匙、我们要运用
一切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等――。通过《找春天》这
一课，我认识到教师要想使自己的教学活动引起学生的兴趣，
就必须蹲下来，走近学生，溶入学生，倾听他们的心声，体
会他们的情感，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们比教师更清楚
“如何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

孩子们的见解经常让我惊叹不已，孩子们对春的理解、对春
天的热爱常常是我们不能企及的。

孩子、学生、春天让人无限遐想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