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 一个接一个
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篇一

《一个接一个》是一年级下册部编版第二单元的第三篇课文。
这是一首浅显易懂的儿童诗。内容很贴合学生的世界，孩子
们学起来特别感兴趣。本节课，在教学设计上，我注重朗读，
让学生在读中感受文中“我”的快乐，体会“我”积极、乐
观的心态，感受童年的美好!

1.因为一年级孩子们年龄小，所以这节课一开始我采用谈话
方式导入，“孩子们，你们喜欢玩游戏吗?你们都爱玩什么游
戏呢?”问题一出，立刻引起孩子们的共鸣，点燃学生的学习
热情。

2.这节课我把重点放在识字和朗读课文上。识字，先由学生
自由朗读课文，然后圈出生字。这时，我会让学生们先自由
识记、自主认字，接着，我提问：“同学们，今天，老师需
要一位小助手，帮助老师给同学们讲一讲这些生字宝宝，讲
得好的同学可是会有贴纸奖励哦!谁愿意成为小老师呢?”同
学们争先恐后的发语音过来。我会选其中2——3名学生，让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与同学交流，教同学们识记生字。然后再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讲解，让学生有主动学习的
意识。

4.通过多种方法指导朗读，分小节读、点名读、给家长读，
以读促讲，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领悟。有些学生读得
非常好，我会让她带领其他同学一起读，让每一个学生都参



与其中。最后，引导学生感受到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不得不采用网络授课的方式，
但因为网络的原因，有时提问个别学生都听不清，老师叫半
天才有反应。虽然条件有限，但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每天按
时学习。孩子们，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到来!我们很快就能迎来见面的日子!加油!

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篇二

《一个接一个》是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一首儿童
诗，是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作品。她用儿童最自然的状
态来体验、感受这个世界，用最接近儿童的语言表达简单的
内心世界。本课配有两幅插图。第一幅图对应第一节诗。淡
淡的月色下，一只小花猫蹲在远处的墙头上，四周静悄悄的，
两个小女孩正快乐地沉浸在“踩影子”的游戏之中，让人不
忍打扰。另一幅图对应的是第三节诗，图中老师讲得绘声绘
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通过游戏环节加深学生对生字的把握，同时富有趣味性，激
发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

写字指导中对偏旁“走之”进行详细地讲解，借用学生的作
业直观教学。

学生朗读课文的效果不太好，练习较少，部分学生未能做到
流利朗读。

时间把握得不太好，最后的习题没有讲完。

在课文朗读环节应加强学生的自主朗读，通过多种形式朗读
课文，使学生达到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的学习目标。在课堂上
简洁自己的语言，合理调整授课速度，对于重点内容详细讲



解，并多次强调。

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篇三

是一篇浅显易懂的儿童诗，作者用儿童最自然的语言讲了一
个小孩儿无奈又快乐的一天，表现了孩子乐观、向上的生活
态度。这首儿童诗简明易懂，学生只需要多读几遍就能了解
内容。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走入课文所描述的情境当中，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读为主，理解课 文内容，知道孩子遇
到不顺心的事是怎么调整心态，让快乐一个接一个的，并从
中感受孩子幸福的童年。

开课伊始，我采用了谈话的方式，让学生们从自身体会来谈
感受，学生会比较有话讲，课堂氛围由此热烈起来。由于文
本前三节形式相似，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把课堂交给学生，
让他们自主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是很高的，但效果并
不明显。虽然如此，但由于课文内容与学生的生活比较接近，
学生学习起来并不吃力，加上我适时加以引导，让学生们有
话可说，加强代入感，从而达到让学生理解的目的，让学生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在本次教学实践中，我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把重点
放在识字和朗读课文上。识字，先由学生自主认字，自己想
办法记字，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让学生有主动
学习的意识。另外，通过多种方法指导朗读，以读促讲，让
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领悟，感受到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由扶到放，让学生模仿课文
进行语言迁移运用，从而完成了由书本语言到自我语言的读
书内化的过程。

由于本课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很接近，所以学生能很快的从
中体会孩子的心情，同时和孩子实际相结合，更能教育孩子
在今后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篇四

《一个接一个》是一年级下册语文部编版第二单元的第三篇
课文，这是一首儿童诗，是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作品。
她用儿童最自然的状态来体验、感受这个世界，用最接近儿
童的语言表达简单的内心世界。诗歌共4节，前三节格式相似，
每节共3句话：第一句讲孩子被成人世界惊扰后的不开心，第
二句是孩子的希望，第三句是孩子转念之后的喜悦。每一节
的第一句连接着上一节的结尾，内容环环相扣，与题目“一
个接一个”相契合。最后一节诗中孩子天真的发问，使诗歌
更富有童趣，引发小读者们的情感共鸣。

本首儿童诗内容贴近学生的世界，通过与生活的对接，激发
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学生的共鸣。

这首儿童诗需要两节课来完成讲授，我上的是第一课时。第
一课时讲授的重难点是识字、写字、正确地读文、简单地理
解课文内容。在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可能是有老师们
在后面听课，部分学生放不开，稍有些紧张。但是课堂整体
的学习气氛还是不错的，作为讲课的教师——我，可以说是
内心澎湃，不自觉地跟打了鸡血似的，整节课下来还算顺利，
但还是与我上课之前所设想的课堂有些出入，尤其是课后，
听了其它语文老师对我这节课的评价，我才发现了一些之前
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课堂上，我穿的大衣没有扣子，这很影响教师干脆利落的形
象。

这节课，我在识字上花费的时间过多，导致最后课文的读不
够，对课文的理解更是我在牵着学生走，没有给学生足够的
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课文中找答案。

对于已经上过一学期的孩子来说，教师完全可以重点讲解一
个生字，另外一个生字交给学生自己来学习。对于学生生字



的书写，我没有及时地评价、反馈，只是交由同桌来互相检
查评价。

我对课文的朗读把握不到位，作为语文教师的我真的是急需
提高自己的朗读水平。

在识字上用时过多，生字书写上抓了两个字重点来讲，学生
的读很少，这就跟语文课堂应该是充满读书声、学生应该站
在课堂中央相违背的。最后在课文的理解上我非常匆促地结
束了，学生只能跟着我走，最终，又变成了教师讲，学生听
这种机械式的课堂。

虽然这节课已经讲过很长时间了，但老师们对我这节课的评
价，我还是记忆犹新。我们都习惯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同时
也发现不了问题所在，但是当别人说出来之后，便有一种醍
醐灌顶之感。课堂是教师与学生、文本三者对话的阵地，作
为阵地整体方向的掌舵者，我们需要不断地用知识来提高自
己，并深入学生真正地了解学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真
正地上好每一节课。

少一个马掌钉教学反思篇五

《一个接一个》是一篇浅显易懂的儿童诗，内容很符合一年
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孩子们学起来特别感兴趣。本课教学内
容我一改从前的课时安排，仅用了一节半课时左右，两个早
自习读的练习。半节课讲文理解拓展，半节课字词的书写和
运用。效果较好。

1、我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把重点放在识字和朗读课
文上。识字，先由学生自主认字，自己想办法记字，再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让学生有主动学习的意识。

2、通过多种方法指导朗读，以读促讲，让学生在读中感知，
在读中领悟，感受到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得到



不同的结果。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3、字词的理解和读法感悟情感，“正”“哎”“但是”三处
的读法指导，同时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去感受当
时的情感。

个人认为本次课相较于其他课是比较好的，但是不足之处是
字词的巧记部分没有详讲，可能对于能力弱的孩子来说，要
求识记的字词掌握不太牢固。

在练习课时，根据优化设计的题来，复习巩固一下识记字词
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