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我多想去看看》这篇课文是以诗歌的形式，通过“我”和
妈妈的对话，讲自己非常想到遥远的北京城，去观看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抒发了少年儿童向往北京的
强烈思想感情。感情真挚，语言朴实。我多想去看看，是啊，
多想去看看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地方，多想去看看自己向往
的地方。这一课的编排也满足了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想知道，
想探求的`心理，让学生体会到说自己想说的话，读自己想读
的文章。因此，教学中，我从自主合作探究的理念出发，让
孩子读懂课文。

识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习的重点。因此，我引导学生：在
文中读字音，圈出自己不认识的字和难记的字，启发学生自
己想办法记字形，如：“足”和“走”，就可以用已学
的“口”和“土”来进行识记；最后落实写入田字格。一步
一步的实际，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始终以培养学生兴趣为
前提，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宗旨。

这课的重点句子就是“我多想去看看”，连题目算在内共在
课文中出现了三次。指导好学生用心感悟、用情读好这句话，
这篇课文的重、难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不仅仅是课文中的
山里孩子，许多一年级的学生对北京的认识都是模糊的。所
以要想让学生读好这篇课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情况
下怎样办呢？我这样设计，首先老师让学生交流对北京的了
解，跟小伙伴们讲讲自己眼里的北京，虽然孩子们知道的东



西并不多，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但同伴交流引发了孩子
们了解北京的极大兴趣，然后教师再适时出示图片，为孩子
们展示了天安门、长城、故宫、天坛等名胜古迹，中华世纪
坛、中央电视塔、立交桥等现代建筑后，让学生发表对北京
的看法，融入自己的感受读“我多想去看看”。这时的读渗
透了孩子们的情感，是真情的流露，然后老师再引导学生体
会山里孩子对北京的向往，抓住课文第一小节中的“沿着弯
弯的小路，就能走出大山。”体会山里的孩子住在大山里，
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大山，他对北京的了解是通过妈妈的话，
他向往外面的世界，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大山，去看看
北京，去看看雄伟天安门，去看看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
们走进山里的孩子的心里，和他一起去希望、一同去向往，
反复读“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此时的读，是孩子
们融入了山里孩子的情感的读。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究
竟是怎样的呢？为了给孩子们更深刻的情感体验，我为孩子
们有感情地讲述天安门广场升旗情景。（训练有素的国旗班
战士，数不胜数的观众，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
和太阳一同升起……）强烈的画面冲击，激发了孩子们情感，
再读“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这句话时，孩子们内
心的情感积淀更为深厚，不需要任何朗读技巧的指导，学生
就能读得有滋有味。热爱首都北京的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深
入到了孩子的心里。

由于本课的特点，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别容易激发学生的说的
愿望，所以，在教学中安排了说话练习。让学生模仿课文中
的句式进行练习，学生说得不错，有的孩子说，他要去天上
看看那里的月亮，有的说也要去北京看看，有的说要去太
空……很好的发挥了他们的想象。这样的训练也是帮助学生
逐渐从口语表达向书面语转化的一个好途径，这种模仿说使
他们很快掌握、了解一些意思该如何表达。

语文教学提倡“做、说、写”相结合，这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的理念。语文教学中，人文性是第一位的，应立足与生活，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



写字时讲的过多，留给孩子们自主发现学习的时间少了点，
所以很多孩子在写字时没有按正确格式去写，显然写出的字
不是很规范。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会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通过拓展延伸，补充材料，使课堂的容量、密度增大。通过
你读懂了什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适当的补充课文内
容的介绍，不但能让学生更多的对课文的了解，更能使学生
的情感得以延续。达到“课已尽，而意未了”的境界。总的
来说，课堂是艺术，需要我们去不断改进加以完善。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我以“情”贯穿全文，以“情”为导线，引领学生
一步一步地感受到小男孩迫切想去北京的心情。具体做法是：

山村的孩子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也许是陌生的（我们的孩子
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了多媒体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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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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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合作学习字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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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后我让学生阅读补充材料《国旗歌》，
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欣赏北京的美丽风
光，并配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再次激发了学生的热
爱北京首都，热爱国旗的思想感情，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升华。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我多想去看看》本课是一首诗歌，用第一人称，以山村一
个小孩子的口吻，通过“我”和妈妈的对话，讲自己非常想
到遥远的北京城，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感情真挚，
语言朴实。我多想去看看，是啊，多想去看看未知的世界，
未知的地方，多想去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

《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低年级要注意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
愿望，旨在培养学生识字的兴趣，让学生愿识字，喜欢识字，
逐步形成识字的动力。根据这种教理念，首先引导学生：在
文中读字音，圈出自己不认识的字和难记的字，启发学生自
己想办法记字形，一步一步的实践，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始终以培养学生兴趣为前提，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宗旨。

学生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也许是陌生的，因此，我利用了多
媒体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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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广场上升旗仪式多么壮
观”这一句时，我让孩子们通过观看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
式录像和开国大典时的录像去感受什么是壮观，增强孩子们
的自豪感，有感受才有真情的流露，孩子们的朗读一次比一
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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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住了重点词，比如：“弯弯”、“壮观”、“遥远”现
在的小孩子体会不到小山沟里的孩子们的特殊心理——生活
贫穷、视野闭塞、勤奋好学、懂得珍惜，特别向往外面的世
界。

课后的练习“我们爱北京”，“我们爱五星红旗”，让孩子
反复读，最后我抓住“我多想去看看”中的“我”、“多
想”、“看看”和学生一起读出突出重点词的三种语气。最
后让学生进行句式的仿写，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跟妈妈说，多想去看看。

一方面，现在的小孩子体会不到小山沟里的孩子们的特殊心
理——生活贫穷、视野闭塞、勤奋好学、懂得珍惜，特别向
往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小山沟孩子们的生活经历，他们普
遍没有看到过大山，甭说弯弯的山路，充塞在他们眼前的是
无数钢筋混泥土浇筑而成的房子，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来
来往往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山——在小山沟男孩的
眼里司空见怪，它虽然美丽但是阻隔着通往大城市的`道路，
而在现在的孩子们眼里，大山是一个稀罕物，能走进大山，
与大自然亲近，那绝对是一种享受。这就是地域环境不同所
造成的孩子们的不同心理状态，换句话言之，如果把“走出
大山，去看北京”，换成“走出城市，走进大山”，估计孩
子们更能读出“多想去看看”这种殷切的感情来。

另一方面，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普遍比较小康，他们不知道自
己的幸福与祖国的兴衰有关系，“祖国——中国”这两个词
语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概念，即使你花很多的力气跟他们解
释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生活对比，他
们还感受不到。一年级的孩子，对于时间的概念仅仅停留在
一年、一月、一个星期、一天这些具象的东西上，1949年，
对他们来说太遥远，57年前，他们不理解这是多长一段时间，



基于这样的起点，你让学生怎么去理解祖国的一路坎坷，怎
么去理解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对祖国不了解，对历史没概
念？学生情有何处发？怎么能受到爱国熏陶？这就像是一个
非常抽象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不明
白，而你非得问他：你喜欢它几成？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喜
爱之情！

我多想去看看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我多想去看看》以一个山村孩子的口吻，用诗歌的形式，
讲述自己想到遥远的北京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抒发了少年儿童向往北京的强烈思想感情。

也许是自己上半年刚去过北京，对天安门广场壮观的升旗仪
式还记忆犹新的缘故，所以很喜欢这篇课文，在备课时特别
用心。课前，我利用去北京拍摄的照片、录像做成了课件；
找出了保存着的一些景点门票，熟读上面的解说，准备在课
堂上为学生当导游；还布置学生去搜集北京的相关资料。上
课时，我让学生汇报课前搜集的信息，学生兴趣盎然，接着
我利用北京风光导课，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不少学生不到两
分钟就把课文读得很流利了。在理解“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
式非常壮观”一句时，我播放了升旗仪式的录象。学生有了
图片、录象等一些直观感受，自己也真的很想去北京看看。
有了发自内心的感受，学生读得很带劲，很有感情。

由于课前的充分准备，这篇课文只用了一节课就上完了，而
且上得很扎实。第二课时，我利用制作好的课件和背在心里
的一些解说词，像导游似的给学生介绍了“故宫”、“人民
大会堂”、“长城”等许多景点。上完课，学生说：“老师，
学完这篇课文，我好象真的去了北京，知道了北京的那么多
地方。”听到这句话我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上课前追求的
目标。

如果我的课前准备不那么充分的话，就不可能腾出一节课来



为学生介绍关于北京的那么多知识。可见，课堂上要为学生
减轻负担，提高课堂质量，很大的工夫必须在课前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