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优秀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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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一

“弟子规”讲的就是一种为人的规范，一种处世的准则。对
孩子的言语、行动、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提出了详细而
明确的要求。

幼儿对《弟子规》的学习，从培养兴趣入手。在开展《弟子
规》教学时，我先让幼儿观看视频，对着视频用手比划着，
指点着上面的文字，大多能读出上面的文字。每当学习《弟
子规》时，他们便跑到老师身边兴奋地说：“让我来读，让
我来读吧！”这样一来其他小朋友的学习兴趣也高涨起来了。

教学形式的灵活多样也能保证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为了增强
孩子的学习兴趣，我班在教授时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比如
《弟子规》三字一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在刚开学的教
学过程中不苛求量的多少，只求培养幼儿的兴趣。我充分利
用幼儿一日生活中的空闲时间反复吟诵。比如在早餐后诵读
几遍，午睡前诵读几遍。不断地反复记忆，增强了幼儿的记
忆能力。

为了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我采用游戏的形式，利用读音的轻、
重、快、慢、高低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当幼儿能熟读后，
教师还可与幼儿进行“对读法”，即老师读前面几个字，幼
儿读最后一个字；老师读前面一句，幼儿读下一句，依次对
着读，有利于提高幼儿的注意力，锻炼幼儿的思维能力，增
强趣味性。



学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习惯，经常出现老师喊没人应、打打
闹闹、乱扔东西等不良现象，我们就从品德教育入手：当家
长来接，老师及时提醒幼儿《弟子规》中父母喊自己时，应
该怎样做？这时全班齐声喊：“我们要赶快答应。”那些不
听话的，即使不情愿也会很快地跑到老师和父母身边去，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我们学“冬则温……”时，要求幼
儿回家给长辈洗脚，捶背等，真正理解经典并应用于实际生
活中。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们有了关心大人的行为了，他们
非常感动。

在我们班有一小部分孩子，个性比较张扬，每当有人有自己
没有的却自己有很喜欢的玩具，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一
定要占为己有。

在我们教学《弟子规》的过程中，时刻注意与家长的沟通，
希望家长每天抽时间与学生学习，并及时将自己的想法与孩
子的变化反馈给老师，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学了《弟子规》
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更理解老师，更配合老师
的工作，每天都能认真辅导幼儿阅读、背诵、讲解意思，与
学生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二

1、认识生字词，熟读生字词，学习偏旁“厂”“穴”。

2、理解各种表现笑的词语之间的区别。

3、能根据不同的语境读出句子不同的语气。

4、熟读并背诵《弟子规》节选部分，培养学生热爱经典文化
的情感。

5、培养热爱阅读的好习惯。



1、掌握意思相近的字组成的两字词语。

2、能根据不同语境读出句子不同的语气。

3、初步学习《弟子规》，理解意思，熟读并背诵，培养学生
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识字加油站

1、出示生字卡，老师领读，学生跟读，开火车读，检查生字
认读情况。

2、出示生词，学生自由读生词。同桌之间相互检查、正音。

3、分两组出示生字卡，请同学们找找这些字有哪些相同的地
方。（有相同的偏旁“厂”和“穴”）

4、课件出示古代汉字及相应图片，教师讲解“厂”和“穴”
所表示的含义以及

二、词语积累

（一）笑得不一样

1、播放剪辑视频。教师：这些都是不同的笑，场合不同时笑
的方式和程度也不一样。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些笑都叫什么名
字吧！

2、出示9个关于笑的词语，老师领读，学生跟读。

3、理解词意。理解每一种笑是什么样的。（播放视频，一边



放一边讲解，一一对应）

4、读一读。教师读词语，全班学生来演一演，看谁反应最快，
演得最像。

(二)我的发现

1、出示6个词语，学生自由朗读词语。

（指导：两个意思相同的字组成的词语，词的意思也与它们
差不多）

3、举例，验证猜想。观察剩下5个词语，验证这个规律。

4、小结：我们学过这种类型的词语还有很多，两个字表示同
一个意思，那么它们组成的词也和它们意思差不多，掌握了
这个规律，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2、请写出
几个描写笑的词语。

微笑

三、句子朗读

1、出示3句带加点字的句子，指名读句子。

2、加点的部分，应该怎样读出相应的语气呢？（怎样读好加
点部分）

教师指导：“连蹦带跳”读出欢快、兴奋，声音洪亮，语速
较快，可带动作读；

“难为情”读出勉强、愧疚的感觉，声音低，语速慢；

“和颜悦色”读出和蔼、平易近人的感觉。



3、指导读句子。分小组比赛读，全班齐读。

教学过程

一、学习《弟子规》

1、播放《弟子规》朗读视频，初步感受《弟子规》的韵律美
和节奏美。

2、教师简单介绍《弟子规》。

3、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本69页《弟子规》节选，把不理解、
不会读的地方画出来。

4、教师范读。同桌互读。分小组比赛朗读。

5、教师讲解《弟子规》的内容。

6、学生自由背诵《弟子规》。全班齐背《弟子规》。

二、我爱阅读

1、学生自由读故事，读完思考：这个短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分段指名读。

3、小组讨论这个短文的故事内容，主要任务、事件有哪些。

4、分角色朗读短文。分四个角色：老奶奶、大儿子、小儿子、
老爷爷

在这节语文园地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将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部
分，读读认认和阅读理解。难度遵循从易到难，符合小学低
段学生的认知特点。我注重让学生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我从
旁引导，给予学生正确的探究方向，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探究



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充分地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弟子规》作为我国文化经典，从低年段的学生开始接触。
这节课上，我主要让学生初步了解部分《弟子规》的内容，
熟读并背诵《弟子规》，初步培养古文的朗读语感，感受古
文的韵律。《弟子规》的内容对学生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
用，让学生能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讲文明的学生。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三

1.认识生字词，熟读生字词，学习偏旁“厂”“穴”。

2.理解各种表现笑的词语之间的区别。

3.能根据不同的语境读出句子不同的语气。

4.熟读并背诵《弟子规》节选部分，培养学生热爱经典文化
的情感。

5.培养热爱阅读的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

1.掌握意思相近的字组成的两字词语。

2.能根据不同语境读出句子不同的语气。

3.初步学习《弟子规》，理解意思，熟读并背诵，培养学生
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识字加油站

1.出示生字卡，老师领读，学生跟读，开火车读，检查生字
认读情况。

2.出示生词，学生自由读生词。同桌之间相互检查、正音。

3.分两组出示生字卡，请同学们找找这些字有哪些相同的地
方。（有相同的偏旁“厂”和“穴”）

4.课件出示古代汉字及相应图片，教师讲解“厂”和“穴”
所表示的含义以及

二、词语积累

（一）笑得不一样

1.播放剪辑视频。教师：这些都是不同的笑，场合不同时笑
的方式和程度也不一样。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些笑都叫什么名
字吧！

2.出示9个关于笑的词语，老师领读，学生跟读。

3.理解词意。理解每一种笑是什么样的。（播放视频，一边
放一边讲解，一一对应）

4.读一读。教师读词语，全班学生来演一演，看谁反应最快，
演得最像。

(二)我的发现

1.出示6个词语，学生自由朗读词语。

（指导：两个意思相同的字组成的词语，词的意思也与它们
差不多）



3.举例，验证猜想。观察剩下5个词语，验证这个规律。

4.小结：我们学过这种类型的词语还有很多，两个字表示同
一个意思，那么它们组成的词也和它们意思差不多，掌握了
这个规律，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2.请写出
几个描写笑的词语。

微笑

三、句子朗读

1.出示3句带加点字的句子，指名读句子。

2.加点的部分，应该怎样读出相应的语气呢？（怎样读好加
点部分）

教师指导：“连蹦带跳”读出欢快、兴奋，声音洪亮，语速
较快，可带动作读；

“难为情”读出勉强、愧疚的感觉，声音低，语速慢；

“和颜悦色”读出和蔼、平易近人的感觉。

3.指导读句子。分小组比赛读，全班齐读。

教学过程

一、学习《弟子规》

1.播放《弟子规》朗读视频，初步感受《弟子规》的韵律美
和节奏美。

2.教师简单介绍《弟子规》。

3.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本69页《弟子规》节选，把不理解、



不会读的地方画出来。

4.教师范读。同桌互读。分小组比赛朗读。

5.教师讲解《弟子规》的内容。

6.学生自由背诵《弟子规》。全班齐背《弟子规》。

二、我爱阅读

1.学生自由读故事，读完思考：这个短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分段指名读。

3.小组讨论这个短文的故事内容，主要任务、事件有哪些。

4.分角色朗读短文。分四个角色：老奶奶、大儿子、小儿子、
老爷爷

［教学反思］

在这节语文园地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将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部
分，读读认认和阅读理解。难度遵循从易到难，符合小学低
段学生的认知特点。我注重让学生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我从
旁引导，给予学生正确的探究方向，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探究
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充分地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弟子规》作为我国文化经典，从低年段的学生开始接触。
这节课上，我主要让学生初步了解部分《弟子规》的内容，
熟读并背诵《弟子规》，初步培养古文的朗读语感，感受古
文的韵律。《弟子规》的内容对学生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
用，让学生能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讲文明的学生。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四

《弟子规》虽然是国学经典，但时代不同，里面涉及的一些
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在教学过程中密切联系生活实际
设置教学环节，比如说说父母生病时你该怎样做？演演在平
时的生活中又该怎样孝敬父母等，让学生在课堂上有话说，
有事做，他们在上课时发言踊跃，积极表现，得到的知识和
启迪也超越了原来的教材。

2、层层递进，提高了学生能力，升华了学生情感

在教学中，我首先通过播放动画让学生理解《弟子规》原话
的意思，理解了之后又设置了几个问题让他们学会活学活用，
培养了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课堂上，他们能很快说出
原文意思，在解决实际问题环节，他们的积极和用心超出了
我的想象，基本上能很完整地解决现实问题。另外我通过让
孩子们讨论生病时怎样照顾父母，平时又该怎么做？对父母
之外的人应如何感恩等环节让孩子的孝心得到了升华，在写
话环节他们写出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语言。

3、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自身能力得到提高

在准备这节拓展课时，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教学活动如
何设计？教学内容如何拓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如何提高？这
些问题促使我一遍遍地精研教材，查找相关资料，自身的专
业能力得到了发展。

4、不足之处

1。由于个别同学在实际生活中缺乏对父母的关心，在交流怎
样孝敬父母时有人云亦云的现象。

2。部分学生自我表现欲太强，课堂气氛过于活跃。



改进设想

1、课前应多让孩子搜集一些孝敬父母的小故事，搜集的过程
也是他们学习、行动的过程，这样在课堂上交流时效果会更
好些。

2、在小组讨论交流时，要让学生懂得倾听，懂得尊重他人。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五

自从本学期开展学习《弟子规》以来，我很重视。想了许多
方法。为了使学生学得扎实，计划每月背诵一篇，达到背诵
熟练，理解意思，结合实际改正自己没有做到的方面。为此，
让学生每人复印学校发给老师的那一张《弟子规》内容解释。

每天早上，让领读班长带领学习两行，达到背诵。并且逐一
对照理解意思。为了提高背诵积极性，让男女生比赛，班长
打着快板背诵。学生也确实背诵积极性很高，从总序到出则
弟背诵相当熟练，当老师随口提到一句，学生也能说出意思。

马上就要进行期中考试了，像这样的理解力，怎能考出好成
绩？

以后教学时，应该启发他们多角度思维，开动脑筋，遇到问
题多想办法。更主要的，是引导他们多读书！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六

1、认真设计教学过程，增强《弟子规》教育的实效性。

教学中，我把教育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紧紧围绕“事勿忙，
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这三句话的思想教育内容
展开，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真正明白如何去为



人处世，切实把思想教育的核心牢牢抓住。

2、认真开展以《弟子规》为内容的班级活动，巩固教学实验
效果。

课堂上我设计了运用《弟子规》的环节，要求学生根据特定
的环境，使用恰当的《弟子规》语言，来规劝或赞扬别人。
这个环节主要是促进《弟子规》的运用，真正让《弟子规》
学习落实在学生的行动中，使《弟子规》得思想深深在学生
心中扎根。

弟子规教学反思完整版篇七

《弟子规》教学反思今天教了弟子规的片段。内容是“冠必
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
致污秽。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
食，不如人，勿生戚。”弟子规内容总是朗朗上口，精简干
练，所以孩子们诵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弟子，学生的意思。
规，行为准则。前两行讲的是怎么穿戴和放置衣物。“冠”，
帽子。“纽”，纽扣。“切”，密合。意思是：帽子要戴正，
纽扣要扣好，袜子要穿好，鞋带要系紧；衣服、帽子、鞋袜
等要放在固定的地方，不要随意乱放，以免弄脏弄乱了。后
两行讲的是要注重德学才艺。意思是：如果发现自己在品德、
学问、才能、技艺不如别人的时候，就要勉励自己，奋发图
强；至于穿着打扮、饮食方面不如别人的则不要悲伤难过。
虽然句子精炼短小，但内涵贴切生活，与学生日常行为息息
相关，因此，除了教会学生学习，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理解。
在教学中，未采用以读代讲的`形式让学生诵读识记。首先，
先让学生自由朗读，在这一过程中提醒学生读准字音，读顺
句子。接着我来进行示范朗读，学生再次练习，注意朗读节
奏。然后，我出示难字难词的意思，引导学生自己发现意思
并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大致内容。最后学生反复练习，熟读
成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