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护士节主持词结束语(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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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爬天都峰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第一册课文《画》的第一课时教学。我将本课教学目标定位
在指导孩子看图初步了解课文，重点指导学生利用前面学习
过的识字方法识记生字。虽然，在课前我对于教材和教案都
烂熟于胸，自认为胸有成竹，但是，在课堂上自身的教学，
还是学生的课堂常规都出现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一、在课堂教学方面，对学生的学情估计不足。

1、在前面的学习中，孩子们就已经对看图理解课文不陌生了，
但这节课上，我认为：学生看到图就能想象的到远远看去山
是有颜色的，而水是听不见声音的。当我提出：“从高高的
山上流下来的水有声音吗？”孩子们说：“有，有声音。”
而且也很肯定，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时让我措手不及。

2、对于课文中的生字的处理，我仅限于边读诗句边读生字，
让孩子在文中去识记生字，忽略了生字的应用，学生在识记
了生字后，没有及时地进行口头组词的训练。课后，领导和
老师们在评课时及时地给我提出来了。我认真地反思自己，
是不是自己提出的问题学生不清楚，不明白。这让我想起语
文新课标中强调的：“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地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教师的教学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我在自己
的备课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教学环节的设计，而忽略了学
生的学情。



二、在课堂组织教学方面

讲课过程中，看到孩子们在有老师听课的情况下，还是有孩
子在不断的动，有的坐不住，有的不举手就发言，我站在讲
台上，还要随时提醒他们，真是感觉有些力不从心，很是担
心乱了课堂纪律，完不成教学任务，但在担心之余，我也在
分析其原因。

2、课堂常规体现在细微的地方。比如，拿书、拿笔、拿本子
时，不应当有声音；写字时，课桌椅不出声，这些都是教学
过程中非常细微的问题。在课上，听到孩子们放书噼里啪啦，
课桌椅丁冬丁冬的声音，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深
入地反思后，我想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细节。
不管你的课设计的再好，学生出现这样的常规问题，导致学
生的学习状态显得特别浮躁，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对于低年级的语文课堂教学，我还要多学习、多讨论、
多反思，虚心学习，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提高。

爬天都峰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2020年10月20号上午第三节课，我在六一班讲了《桥》第一
课时，这是小学接触的第一篇小说体裁的课文。现写下教学
反思，以改本节课之不足。

《桥》这篇文章情节跌宕起伏，语言简练生动，在表达方法
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构思新颖别致，设置悬念，前后照
应;2.多用于简短的句、段来渲染紧张的气氛;3.大量运用了
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增强了表现力。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设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文中环境描写的好处。

3.体会老支书的个性特点。

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研读课文中的重点词句，结合
洪水肆虐的危急情境及木桥发生的变化，逐步深刻感受老汉
在危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自己扛的人格
与精神。与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不徇私情、英勇献身的`崇
高精神，体会课文在表达上的特点。但是整节课下来，缺少
语文教学中很关键的读，所以学生对本节课感情的掌握还不
是很透彻，今后，我将把更多的教学时间交给学生，以读促
悟，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爬天都峰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桥》是部编版新教材六上语文第四单元中的第一篇精读课
文。这一单元是小说单元，单元训练重点是引导学生读小说，
关注情节、环境，感受人物形象。

实话说，这篇小小说，能先后入选人教版和部编版语文教材，
确实有充分的理由。

因为这篇文章不仅能让孩子们从老支书的精神品质中受到深
刻的教育，更能让孩子们学会许多表达的方法。按照我曾经
教学这一课的惯例，课文众多的语用训练点，诸如感受小小
说的特点啦，体会悬念设置的妙处啦，抓住动作语言神态描
写感受人物形象啦，找出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反复研读赏析
啦，补充课文的留白之处啦……我都是要抓一抓的。

我看不一定!

第一，一篇课文的教学时间是一定的；

第二，孩子们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第三，有些教学内容，



孩子们在过去几年的语文学习中，已经充分学习过了，是有
着深刻感受和理解的，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啰
嗦“炒现饭”。

因此，删繁就简，根据教材编写的意图，根据学生的学情，
选择最迫切需要训练的语用点来组织教学活动，达成教学目
标，才是当下我教学这篇课文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于是，在第一课时教学中，我设计了如下教学目标——

1、认识“咆、哮、嗓”等8个生字，会读，并初步理解“咆
哮、惊慌、嗓子、跌跌撞撞”等12个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简述课文的主要内容。

3、找出课文中描写洪水的句子，体会环境描写对渲染气氛、
推进故事情节和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并进行拓展阅读和课
堂练笔。

教学目标确定了，教学环节也就清晰了。

我采用了五步教学法：

一、直接导入，简介小说。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三、再读课文，聚焦“洪水”。

四、延伸阅读，体会作用。

五、课堂练笔，深化认识。

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我的设计意图都很明确的：



第一环节：之所以设计“简介小说”内容，是因为第四单元
是小说单元，孩子们是第一次接触“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老师的直接介绍，会让孩子们对小说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
学好这一单元，落实本单元人文目标和语文要素目
标——“读小说，关注情节、环境、感受人物形象”作铺垫。

第二环节：初读课文，感知大意。这一环节，是对学生课前
预习情况的反馈，也是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把握文章
结构，了解故事情节，从感情上对老支书是个什么样的人有
个初步印象。

第三环节：聚焦“洪水”，是这节课的重点教学内容，其中
的每一步骤，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于环境描写作用有深刻的
体会。

精挑细选的词语“咆哮狞笑放肆没腿深”，都是描写洪水的。

在词语前边加上“洪水”二字反复品读，能让孩子们感受洪
水来势汹汹，势不可挡。

读课文，找出描写洪水的句子，划线，批注感受。是为了让
孩子们深入文本，揣摩品味语言。

交流展示，抓句子所用修辞手法，抓作者简洁表达的语言特
色，反复多次多形式比较、朗读品味，是为了让孩子们充分
感受当时情况的危机，气氛的紧张。把所有描写洪水的句子
集中在一块儿再次有感情地朗读，把课文中写洪水，写桥的
句子删除，让孩子们比较读，是为了让孩子们从整体上感受
环境描写对于渲染气氛，推动情节的重要作用。

第四环节：延伸阅读主题学习丛书中的《交接》一文，是举
一反三，引导孩子们加深对环境描写在小说中重要作用的认
识。



第五环节：课堂练笔，精心选择的练笔材料，是为了让孩子
们学以致用，尝试在自己的作文中，运用环境描写增强文章
的表现力。

有这样思路清晰的教学预设，课堂教学进行得还算顺畅，教
学目标的达成度也还不错。

看看孩子们的`课堂练笔吧，有些同学写得还是比较出彩的。

当然，这节课也还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例如，检查预习环节，还可以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实际，不
需要个个字词面面俱到地读。学生认读不到位的，就作重点
指导。

还有，对于课文中七八处描写洪水的句子，也可以整体出示，
并且可以让孩子们找出《交接》中环境描写的句子，放在一
起比较品读，然后引导孩子们体会出《桥》这一课环境描写
作者之所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这样丰富的修辞手法表达的
妙处。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这节课可取之处在于简化了教学目标，达到了“一课一得”
的教学要求，对于孩子们品味咂摸语言，学习表达还是有实
效的。

期待，更深入的教学研究，更高效的课堂教学能把孩子们引
向语文学习的佳境。

爬天都峰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根据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实际，在本课教学中，我主要采用
以下三种教法：



1、研究讨论法：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我在讲读第三、四段时，先出示了尝试题让学
生讨论，自己分析解答，教师帮助学生总结学习方法。这样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了他们的认知兴趣，又提高
了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

2、扶放教学法：

课文第四段中的几个自然段结构基本相似，都是先总后分的
写法。因此，我在讲读第4自然段时，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掌握
读段方法。学习第5自然段则利用半扶半放的方法，那么第6、
7自然段就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学，这样可以使学生由“学会”
过渡到“会学”。

3、练习作业法：

根据课后作业题的要求，我让学生既动脑又动手，画出鲸睡
觉的样子。这样通过作业训练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技能，
从而发挥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

爬天都峰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画》是人教版语文第一册第四板块的内容，这一板块主要
内容是识字，《画》是这一单元的第一课，内容简单，通过
一篇短小精悍的韵文引导学生识字，并初步了解反义词。

《画》的第一课时我主要安排学生通过认真观察六幅主题图，
认识文中的生字，通过图画让学生更好地认字记字。同时我
还让学生初步朗读了韵文，在文中找到本课的生字。整节课
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片中有什么，学生用语言描述，接着追问
这幅图整体看起来像哪个汉字，学生说对后板书汉字，让生
标音，并强调拼读。然后学生组词，学生开火车读字读词加



以巩固。

这节课整体思路是对的，通过观察图画学习汉字，识字的同
时巩固拼音，学生发言声音较洪亮但有个别同学有喊的情况，
应及时加以纠正。学生的听课状态还应该再调动得积极活跃
一些，这方面应该通过设计出丰富的课堂活动来改变，比如
读词的形式应该多样化，并加入比一比等小游戏，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这节课的设计存在一下不足：

这节课应该主要是看图识字，巩固好汉字并指导好几个汉字
的书写。儿歌的朗读应该放到下一课时，另外文中没有的汉
字我板书到了黑板上，虽然是为了拓展知识，但无疑增加了
课堂的难度，这是不对了。课堂应该是分解难度，而不是增
加难度。同时我还应该了解孩子的学情，授课中权衡轻重，
有的放矢。对于有些汉字，学生在学前班已经学过，课堂便
不必细讲，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突破难点上。

讲解到某些汉字时还应该追问，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字的，让
学生回想在生活中出现的汉字，激发识字的兴趣和主动识字
的愿望。当学生组出较常用的词时，可以让学生用词语说一
句话，从而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堂巩固环节我主要采用开火车的形式，这里应该多花一些
时间和心思，让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巩固知识，调动起学生
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课下我会多设计一些小游戏，在
课堂上加以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