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
思(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篇一

《比尾巴》是一首极富童真童趣的儿歌，抓住各种小动物尾
巴的特点，以“比”的形式为主线，以对话的形式向孩子们
介绍了猴子、兔子、松鼠、公鸡、鸭子、孔雀六种动物尾巴
的特点。

在孩子们眼里，小动物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天生就非
常喜欢小动物，对于奇特的动物尾巴更是感到新奇和新鲜。
这为本课教学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课前，我跟孩子们做了个热身游戏。看看谁的反应快。“摸
摸你的小鼻子”；“摸摸你的小耳朵”；“摸摸你的黑头
发”；“摸摸你的圆脸蛋”；“摸摸你的长尾巴”。“哈哈
哈……”孩子们一片哗然。“你们有尾巴吗？”“没
有。”“可我们身边很多小动物都有尾巴，今天，它们还要
进行一场比尾巴大赛呢。”趁孩子们游戏时的兴奋劲还在，
我趁热打铁，迅速把他们引进课文情境。

一开始上课，我就创设了一个动物王国比尾巴大赛的情境，
请孩子们来当裁判，把他们置于活动当中，让他们走进文本，
同时也让让接近生活实际的活动走进他们的认知世界和情感
世界，这样的情境确实很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我始终都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要想当



一个合格的裁判，要能正确叫出这些小动物的名字。”“一
名优秀的裁判，肯定不会被这些生字宝宝难倒。”“谁能用
你的朗读把比尾巴的故事告诉大家，比比谁是最出色的裁判。
”这样，孩子们在学中玩，玩中学，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识字、朗读都顺利过关。

儿歌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基础好的学生在课前就会背了，为
此，在朗读指导过程中，我给他们配上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在语文教学中融入音乐元素，采用男女生对读、拍手读、跺
脚读等形式，调动他们的多种感观来参与学习活动，使课堂
充满了活力。

在完成阅读、识字基本任务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通过读课
外书、上网找资料等多种途径了解其他动物尾巴（嘴巴、耳
朵）的特点，拓宽语文学习的空间，培养收集信息的能力。
然后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交流、处理，仿写小诗，让学生进
行语言实践活动。孩子们写出的一首首小诗，让我感受到，
这样的教学是很有效的。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我以“情”贯穿全文，以“情”为导线，引领学生
一步一步地感受到爱国旗、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具体做法是：

孩子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也许是陌生的，因此，我首先在学
生面前展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雄伟壮观场面，让孩子置身
其中，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起他们的热爱国旗
的感情。如：当我播放录象“升国旗”的时候，很多学生情
不自禁地喊出了“哇！”并随着国歌声的响起肃立，那种气
氛，俨然自己也在其中。后来，当我问他们看完后有什么想
法时，有的孩子说，我真的很想去北京看看，有的说我长大
也要当升旗手等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每个孩子的生活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
以每个孩子的语言表达，情感体验多有不同。初读时，我让
他们先自己读，然后再重点交流。品读时，我先让学生提出
不懂的地方，然后指导学生讨论、理解，再指导朗读，最后
再以多种形式的读，如：齐读，赛读，同桌读，配乐读等来
领悟其中的感情。

如果说这节课只停留在让学生背完课文就结束的话，学生的
情感就不会深入。在课后我让学生欣赏北京的美丽风光，并
配以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再次激发了学生对北京首都
的热爱，热爱国旗的思想感情，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升华。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篇三

升国旗是学生每周一都在学校里参加的常见仪式。《升国旗》
这一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让学生在知道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
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一上课，我从实
物——五星红旗引入，认识国旗，感知国旗的形象，接着让
学生回忆每个星期一早上我们都要做什么，这也和课文的插
图联系在一起，一下激活了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使学生回
到了升国旗时那庄严的时刻，为进一步学好课文打下了基础。
学习诗句时，我创设了这样的情境：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
获得金牌，升起五星红旗时，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运动员
是代表国家参加比赛的，当他们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时，观众
席上的中国人表现怎么样？那时，你的心情又怎么样？面对
高高升起的国旗，我们小朋友应该怎么做呢？启发学生知道
向国旗立正、敬礼，表示我们对国旗的尊敬和爱。

第二课《升国旗》采取儿歌的形式，描写了小学生升国旗的
情景，表达了小学生尊敬国旗、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这一
课仅仅三句话，却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如何通过这三句
话来感悟文情，激发生情，无疑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也是难
点。



1、导入时，播放录音磁带《国歌》，告诉学生们国歌的全名是
《义勇军进行曲》，听音乐时同学们都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
起来，我顺势引导：说一说你在什么时候听过这首歌？学生
都喊了起来：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一都举行的升旗仪式。接着
又出示了实物国旗，让学生们亲手摸一摸，看一看国旗，这
样立刻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无形间拉
近了学生与国旗的。距离。再次唤起了学生对国旗的热爱情
感。然后又给他们渗透情感教育，知道国旗是我们中国人的
骄傲，是无数人用鲜血换来的，然后导入课文，“五星红旗，
我们的国旗”，用情感渲染，一步一步激发，化为学生自己
的爱国旗之感，从而促使其主动的读好这句句子，并能读出
自己拥有国旗自豪、激动的语气。

2、低年级的孩子好动爱玩，但缺乏生活经验，注意力易分散，
根据这一生理、心理特征，应多用直观教具，多用语言进行
鼓励，积极创设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有意识引导他们想象，
朗读、游戏、表演等综合手段，让他们在快乐、自由、轻松
的氛围中进入课堂，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在学习第三句的
时候，根据每个孩子都有升国旗时立正、敬礼的经历，让他
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并结合表演理解这句话。

教学中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我们这里是农村的孩子，见识的比
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多多运用多媒体资源，让孩子们看看天
安门广场升旗时的情景，奥运会升旗时的情景等来体会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下次我们要多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来设计教
案，制作课件，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达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篇四

我需要灵感，很多事情也都是在一瞬间捕捉到的。课堂中的
很多更是在灵感中获得的。我听过别人讲《比尾巴》，正是
因为听过，在打算讲这课之前犹豫了很久。下定决心讲这一
课，是因为我找到的媒体资料很美、很实用，它不仅会使我



的课堂更生动，也能让课文的理解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更会
给孩子们带来从未有过的感受，因为在平时的教学中，孩子
们接触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机会太少了。

决定讲课之前，我让自己的大脑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
我害怕自己受到影响，受到别人的束缚，走到听过的这课的
老路中去。虽然我听的是市级的公开课《比尾巴》，但我也
不想受到什么影响，我要按照我自己理解的去诠释这节课。
于是脑子里演绎的是多媒体课件中的内容，怎样让课件中内
容与我的课堂内容结合的恰到好处，怎样让孩子们在不知不
觉中学会、学得愉快，能第一次面对全学校的老师不害怕不
紧张……我发现自己顾及的竟然很多，最顾及的'就是我能给
孩子们什么，这也是我每一节课中所顾及的。因为工作了整
整九年的我，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为人师者的责任，我从未
像现在这样会顾及到孩子们的感受，他们的成长时间令我羡
慕，今天就是他们的昨天，我倍加珍惜。（似乎有些扯远了。
）

设计《比尾巴》这一课，我把教学目标定为：

1、学会本课12个会认的字。认识两个偏旁“八”字头
和“鸟”字旁。

2、读课文，知道课文写了几种小动物，了解它们尾巴的特点。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好问话的语气，能试背课文。

4、养成喜爱小动物的感情，树立自觉保护小动物意识。教学
重难点是朗读课文中的问句。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学目标，整节课的大概思路也就形成
了：导入新课、识记生字、朗读感悟、拓展延伸、总结全文。
一切很自然的就形成在自己的脑海中，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
把每一个环节很自然的衔接起来，也就是过渡语的问题，于



是便出现了这样的话语：它们六个要在小朋友面前一起比尾
巴呢！（板书课题：比尾巴，注音）。你们知道这些小动物
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吗？请小朋友们借助拼音读课文。现在
请小朋友们根据黑板上的字和图片，把有联系的用一句话说
出来。小朋友们说得真不错！课文中说得跟你们说得可不一
样。那该怎么读问句呢？小朋友们自已试着读第一节……我
很重视过度语的设计，因为我不愿意课堂中的内容很唐突的
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因为课堂需要的是艺术的感觉、自然的
感觉，不知不觉的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板书的问题，我几乎是没怎么想，就是头
脑中的闪念，就把板书的问题解决了，我很满意自己的这节
课的板书设计，图片、识字卡的结合，不仅让孩子们借助图
片识记生字、借助拼音识记生字，更为我的过渡起了一个重
要的作用。我感谢我的灵感。

我追求完美，但《比尾巴》这次教学并不完美，时间的安排
上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教学内容过多。（公开课和平时的课就
是不一样，如果都能像对待公开课一样来上平时的课就好了，
孩子们获得的会更多。）正是由于时间的安排不当，致使自
己竟忘了试背课文这一环节。每一次总结都会令我进步。灵
感需要积累，更需要思考。

部编版一年级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给了我今后如何进行语文园地教学的一个启示，即让
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学习语文，注意引导学生发现规律、进
行拓展延伸。

刚入学的小学生，好动爱玩，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在他们
的观察和想象中，客观世界是拟人化的世界，大至一片森林，
小至一个小动物，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有情感有智慧的精灵。
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组织教学，也就抓住了教学成功的关键。
创设情境的做法尤为适用。上面片断一的教学就是创设



了“大森林游戏”的情境，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激起了学
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轻松完成了巩固识字、积累词语的教
学任务。

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引导学生从中发现字、词、
句的规律，并进行迁移。如“我会认”，“比比写
写”，“读读说说”等训练，都应该引导学生在自主发现的
基础上认字、写字、说句子，而后以教材为依托进一步将教
学作必要的延伸。如上述片断二“比比写写”的教学“快点
动脑想一想，还有没有这样的字兄弟？”这一环节的安排，
意在引导学生将学过的形近字进行归类，培养学生举一反三
的拓展性训练。

语文教学的课堂越来越广泛，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地挖掘生
活中的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进行创造性的'语
文教学活动，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才能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
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