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 乡下孩子
教学反思(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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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一

《乡下孩子》是一首充满童真的小诗，它描绘了生在阳光下，
长在旷野里的乡下孩子特有的快乐生活。全诗共四个小节，
第一小节写乡下孩子幼小时生活在爸爸妈妈怀抱里的情境；
第二小节写乡下孩子在田野里欢快游戏的情境；第三小节写
劳动给乡下孩子带来的快乐；最后一小节是对乡下孩子在农
村广阔天地里幸福成长的赞美。

教学本课时，我主要引导学生美读。诗歌文字简略，极具跳
跃性，如果能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发挥各自想象，定能激活
课堂氛围，发展创新思维，对于突破重难点，理解课文内容
也有极大帮助。

本节课我以新课标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根据二年级学生
阅读实际情况，主要通过图片导入、自读体会、语言发展、
诗歌创作这四部分，并借助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努力为学
生营造一个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学习氛围，提供展示的机会，
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课堂一开始，我就出示一些优美的乡下风景来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刺激学生的感官，让学生感觉乡下景色是多么美丽，
以此联想到乡下孩子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很自然地导入课题，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的同时，使他们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这样的设计活跃了课堂气
氛，非常适合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

诗歌的二、三小节是本课的主要内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教学时要反复朗读，达到背诵的要求。首先课文二、三小节
的写法基本相同，我就安排学生自主选择朗读的内容，这样
尊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这几
件有趣的事中，你最喜欢哪一件？把它多读读，读有趣一点，
如果你能加上动作就更好了。”这一环节的设计，又一次将
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起来，不但唤起了学生的自主意识，
而且还改变了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促进了课堂教学效率的
提高，变传统的教师“讲”为学生自己“读”。

课标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
象力和创造潜能，加强思维训练是因为，思维是智力的核心，
是提高人才素质的关键。思维又是语文能力的核心，是语言
能力的基础。根据本课内容和学生特点，我在学习第二、三
小节后，设计了让学生“学做小诗人”仿照诗句改一改，编
一编，这是学生诗歌创作“扶” 的一个阶段。改变诗中的几
个字，就变成了自己的小诗。这样不仅使学生感受到学习语
文的乐趣，更使学生在诗歌创作中受到了美的熏陶。

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课文只有四个小节，
老师建议你们能将刚才说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趣的事创
编成两句（也就是一小节），让这首诗的内容更丰富更有趣。
”教师让学生在开启了思维之窗后，发挥各自想象，仿照例
句，创作自己的小诗。

整篇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
设具体、生动的画面，使学生通过形象感受来理解课文，并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交流等手段，使学生在想象、创作等
方面能得到有效地发展。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知识。



整个教学过程，气氛愉悦和谐，充分发挥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指导的作用，有效地完成了教学目标。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二

过去的课堂，学生的思维被老师牵着走，现在提倡学生大胆
说出自己的想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掘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在学生领悟诗文
的'基础上，让学生换位体验，创造想象，拓展课文内容，让
学生争当小诗人。我首先举例“撒一把米粒，乐坏了饥饿的
公鸡”，此时，“一层激起千层浪”，学生个个处于一种跃
跃欲试、呼之欲出的状态。于是，智慧的火花不断在课堂上
迸发，“捉几只蚂蚱，乐坏了可爱的公鸡。挖一篮萝卜，撑
圆了小兔的肚皮。采一束鲜花，喜坏了年迈的奶奶。……”
此时，学生的思维打开了，一个个稚嫩而富有灵气的小诗人
诞生了。他们拥有了欢乐、兴趣，也拥有了自信、动力和成
功。课堂真正充满了活泼的生机。

总之，在本节课中，我以读书为主线，以感悟的培养为重点，
给孩子留下机会，真正赏识孩子，听到了孩子发自心灵深处
的声音。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三

《乡下孩子》是一篇儿童诗，词句优美,写了乡下孩子丰富多
彩的游戏，劳动等生活情景。就因为那短短的几句话,，很优
美，但怎样才能让那帮孩子懂呢？太难了。但是当我真正去
备课时，我发现，就是那短短几句话，要仔细琢磨起来，东
西还不少。面面俱到，导致重点不明确，目标如同虚设。所
以在设计这个课时我首先定了教学目标，重点在通过各种形
式的朗读来感悟乡下孩子生活和活动的幸福，快乐、有趣，
并进行适当的想象说话训练。有了明确的目标，备课的时候
就可以有的放矢的设计各种形式，比如在教学第一小节中，
我通过将“欢唱的黄鹂”和“盛开的野菊”两个重点词语出



示，指导朗读，用一句“这只黄鹂正在唱着欢乐的歌，谁能
来读好这个词语呢？”然后进行朗读。这里我前面的用的方
法还可以，但是这样的方法我连续用了几次，太过于单调。
所以以后我会再改进。在教学第二小节时，我则先进行朗读，
在朗读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想象，想想乡下孩子会编什么样
的故事唱什么样的歌？即激发了学习兴趣，又让学生在紧张
学习之后有放松的时间。在教学第三小节时，我则通过让学
生想象“撑圆肚皮的小猪”和“馋嘴的猫咪”是什么样的，
然后进行表演，既朗读出了诗句的感情，又进行了背诵朗读。
，但是，在本课同样可以看出我的教学经验的`缺乏，教学基
础的薄弱，在许多表扬、过渡、总结方面有着很大缺口。在
评价的时候我不知道利用评价来提示学生应该注意什么？或
者是利用评价来鼓励、提醒学生这里读的好，应该注意。特
别是在学生情绪特别高的时候，学生已将话题引到别的地方
去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把这只船拉回来。在学生男女生比
赛朗读时，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才不会伤到学生的积极性，
所以总是让他们打成平手，但是这样已来，学生的积极性回
应因为经常的失望而背被打消。总结时我没能抓住机会，利
用前面的内容来巩固，使前后连贯起来。经过老师的指点，
我相信自己会有进步。

里庄中心小学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四

全诗共有4小节，词句优美,写了乡下孩子丰富多彩的游戏，
劳动等生活情景。我首先定了教学目标，重点在通过各种形
式的朗读来感悟乡下孩子生活和活动的幸福，快乐、有趣，
并进行适当的想象说话训练。

首先以图导入，让孩子观察图上的女孩子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引出她是一位乡下孩子，揭示课题，引入课文，乡下孩子的
生活怎么样呢?比如在教学第一小节中，我通过将“欢唱的.
黄鹂”和“盛开的野菊”两个重点词语出示，指导朗读，用



一句“这只黄鹂正在唱着欢乐的歌，谁能来读好这个词语
呢?”然后进行朗读。

在理解第二节时，抓住“捉蝴蝶”----“遍故事”，“含草
叶”----“吹歌曲”等词，让学生边读边想象稍稍长大一些的
“乡下孩子”在乐趣无穷的自然中玩耍、嬉戏的情景，感
受“乡下孩子”无忧无虑的愉快心情。然后抓住“挖野菜”、
“逮小鱼”等词让学生了解又长大一些的“乡下孩子”会在
闲暇时帮父母做一些事了。通过“撑圆了”、“乐坏了”等
词感受劳动的滋味----乐在其中!这些令人充满遐想的语句引
导学生由表及里地走进教材，在层层深入地朗读过程中意会
课文用词的贴切与精美，渐入佳境。针对第一句，我激发学
生想象：看看图，想想田野上都飞舞着什么样的蝴蝶?乡下孩
子捧着这美丽的蝴蝶，编织了什么美丽的故事呢?学生思如泉
涌。有的说，他也想变成那美丽的蝴蝶，为花儿传播花粉，
让花儿开得更鲜艳;有的说，他希望蝴蝶能带上他飞到城市里
去，看看和他一样大的小朋友是怎么玩的……课堂氛围异常
活跃。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五

在一次次的个别读、集体读、比赛读的过程中，学生们不知
不觉将字字珠玑的课文熟读成诵。

叶圣陶老先生说得好：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是一种享
受，而不看作是一种负担，一遍比一遍读入调，一遍比一遍
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

教材字里行间涌动着情感的暖流，汇集着爱国情、长幼情、
乡土情、拥军情。我们要认真贯彻教学大纲，坚持“以读为
主，以讲促读”的原则，让学生在朗读、背诵中意会课文鲜
活的语言，体味课文深远的意境，感受语言文字的美，让朗
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一路通行!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六

杨再隋先生说：“只要我们抓住它的主干，让学生多读就能
感悟，还需多费口舌干什么!老师讲得再多，难道还比课文本
身更生动更形象吗?不如老老实实指导学生把课文读好、读美，
在读中去感悟、去学习，在读中去欣赏，去接受潜移默化的
教育，回归到语文的本位上来。”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七

临近期末了，是该总结一下自己这半个学期以来的学习与实
践的时候了!学校要求我们新老师上一堂汇报课。一听到这个
消息的时候，我虽然早有心里准备可依然好紧张，这种状态
一直持续到我正式上汇报课前。奇怪吧，为什么是上汇报课
前呢是啊，这是我要表扬自己的地方，在要紧关头我似乎能
保持比较好的状态!这次不是巧合，上一次上公开课也是这样
的，不管上课上得怎么样吧，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应
该一直保持下去!

我选好上的课文内容是《雪孩子》，因为早有准备所以把课
文留出了，就等着教务科通知决定新老师是否上汇报课。也
因此，我已经在为汇报课要用的课件找资料并动手制作。所
以时间虽然紧，但我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准备这堂课。

在上课前一天，我在师傅班里试教了一下，试教的结果很糟
糕居然多出10分钟，着实让人汗颜啊!幸亏师傅提醒了我让我
先试一下，不然真是糗大了!因为有了师傅的指点与帮助，到
了正式上公开课的时候，我比较合理地分配了一下时间，整
个教学流程进行得还是蛮顺的!只是其中的弊病依然不少!

纪律似乎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这
显然是我的教学还不够精彩，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还有
一点，我发现我在课堂上对学生作出的一些学习要求还不够
明确。就说我在让学生边读课文边圈出课文里的生字这一环



节。我说的是边读边圈，可学生只顾着圈了!看到这个现象，
我也没有及时指出，连忙接了下一环节。这不仅无法集中学
生的注意力，还有了一个很大的失误，那就是我剥夺了学生
读的时间。在进行这一环节教学的时候，很明显，课堂出现
了一次短暂的混乱。这是我以后教学中所应该注意并处理好
的，试着多说一遍自己分配下去的任务，试着多给学生一些
自主学习的时间，也许这样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一个不得不让我重视的是教学语言的问题。我发现自己
的教学语言太过于贫乏，以致于学生听到我的评价不但不能
树立起学习的信心，反而觉得枯燥无味。针对[这个问题，我
想只能在课外多去积累，多去翻阅一些教学实践的书籍，才
能有所提高。

此外，我觉得自己很不谦虚，很不求上进。按理上完公开课
后我就多应该向听课的老师请教，多请他们提些意见的，可
是我好像只向师傅去请教了一下，其他老师那里不是羞于出
口就是烦于出口。这实在不该，以后得改一改!

上完《雪孩子》心里很开心:似乎比第一次上公开课好了一些。
加油吧，继续努力!

学生心理疏导辅导反思篇八

在教学《乡下孩子》第二课时，着重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训练。

现在的孩子十分珍贵，即使生在农村也很少涉足野外活动，
使得他们无法真正体验乡下生活的丰富多彩，我课前要求学
生回家让父母带他们一起去野外体验生活，同时把经历写下
来，不足的向父母寻求帮助，使材料真实可信，材料收集好
后进行分类处理，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

由于学生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在说话训练时，学生发言踊



跃。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说与别人不同的话，而且给学
生说话的机会，使创新得到体现。

在说话过程中，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不同的评价。胆小
的学生，只要能起来说，就对他们说：“你真勇敢，你的声
音真响亮，老师想经常听到你的声音。”对说话紧张的学生
就说：“别紧张，你一定会说好的。”对于能干的孩子，则
说：“你真是好样的，你还能说出更特别一点的句子吗？”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让学生的学习兴趣持
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