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年度计划说(汇总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一

学生学习古诗，总不能脱离作者的写作背景来理解。所以在
教这首古诗之前，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同学们知道白居
易在哪忆江南吗?”知道的学生可以回答，然后我再补充白居
易写作的背景，并及时打出他描写洛阳春天的一首诗，让学
生找出洛阳春天的特点，就是那的春天来得很晚，于是乎，
就有了回忆江南春天美景的这首诗。

既然这首诗是描写江南春天江边江水美景的一首诗，那么诗
句开头一句“江南好”中的“好”字能换成“美”字吗?这个
问题，我先让学生尝试回答，发现学生回答不上来，于是我
又补充了作者白居易曾在苏州等地做官十年，与百姓建立了
良好关系的背景。学生就能大体体会到作者第一句话
用“好”字的缘由了。而诗的最后一句话“能不忆江南?”，
也可结合这个背景，让学生体会作者回忆的不仅是江南美景，
还有那的人、事、物。

但是，这首古诗的中间两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在教学时，没考虑得很多，教学时不觉得很难。但
是课后，与其他老师相互讨论时，才发现很多有争议之处，
仍需进一步探讨。

《忆江南》教学反思(二)

《忆江南》是小学教材第一篇词的教学。这首词选取了“日
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个典型景色，借助比喻，



渲染了江南春天的绚丽景色，最后用一个反问句“能不忆江
南?”真切的有力的表达了对江南的思念和眷恋之情。

古诗词教学应让学生在语言的感悟和情感的熏陶中提高欣赏
品味和审美情趣，引领学生走进这民族独特的文化，从而热
爱古诗词。为体现新课程标准以“以读为本”的理念，本节
课让读始终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在读中感受古诗词优美精
湛的语言文字的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读中引领学生入情入
境;在读中有所感悟和思考;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

本诗词是白居易老年回忆在杭州任职期间的美好时光而作的，
共三首，这是其一。为了让学生体会诗人白居易对江南的特
殊感情，我除了让学生课前查阅资料、充分诵读之外，还为
学生准备了这首词的解读视频，把白居易的江南生活轨迹展
示给学生，让学生在读中展现画面，在读中想象意境。如围绕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配乐朗读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眼前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听着配衬得体
的歌声、音乐，读着这优美的诗句学生的情感就悠然而生。
再通过展开想象，把仿佛看到的、听到的情境、感受，用自
己的诵读传达出来，从而化语言文字的符号为鲜活的画面，
鲜活的意境。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二

这首诗简单易读,琅琅上口，故不须在背诵上花较多时间，应
着重指导学生对诗歌美的感悟及生字的临写。

把课文读通顺只是读文的开始，重要的是把课文读熟。因为
朗读是识字的有效途径，反复地读文，能提高生字的复现率，
有利于对识字的强化和巩固；因为熟读有利于语感的形成，
提高学生语言的敏感性，增加词汇的积累量，这是阅读教学



的重头戏。要想熟读成诵，就必须反复地读。但我们不提倡
机械的反复读，因为这样做会大大降低学生读书的兴趣，严
重压制他们身心的.发展。低年级学生的表现欲很强，于是在
指导背诵上，采用了表演背的方法,学生很感兴趣，课堂气氛
活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尤其在指导朗读诗的第二句时，因为这一句中很多部分相同，
所以学生读起来会没有精神，于是在这里设计了“如果你是
小鱼，你会干什么？”的环节，学生跃跃欲试，争着用自己
的语言、动作来表现，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活跃了
孩子的思维。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三

江南的冬景是一篇写景散文，在讲这节课的时候，我设置了
两个目标，一是欣赏江南的冬景中几幅图画的意境美，二是
学习对比的技巧和避实就虚的写法，体会文章浑然天成的意
蕴。

按照这个目标，我设想的教学过程是：导入新课-作者简介-
读准字词-具体研读，在具体研读部分，我主要是分部分来讲，
1-4段主要讲对比，通过把江南的冬景与北国的冬天、北方的
夏夜、闽粤的冬天、德国的冬天的比较，得出江南冬天的可
爱、明朗的情调两个特征。5-9段主要分析其中的景物描写、
江南冬景的特点及给这几幅画面命名。在讲第八段景物时，
分析此段写作的特点、这样写的好处和所引用诗句的特点。
第九段，简单讲江南冬天的特例，即旱冬，主要按“旱冬-晴
和的日子多-闲步逍遥的机会多-快活”这个思路讲，最后一
段，集体朗读，“现在”天朗气清，作者“搁下纸笔”，闲
步逍遥去了。这节课，我讲得是口干舌燥，反思自己的课堂
教学，再加上主任和组长对我这节课的点评，我发现，还存
在以下问题：

一是自己的设想与学生回答的实际情况有差距



在导入新课部分，我问“提到江南，大家会想到什么？”在
我看来，学生会想到很多江南的东西，出乎意料的是，很多
同学脱口而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水”，说其他的很少，
当时我一愣，然后马上问“还有呢？”，有几个学生张张嘴，
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我忍不住说出我的台词，“说到江南，
我会想到‘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
落、想到‘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寂寥的雨巷’、还
想到那首《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到这，
学生才跟我一起背起这首诗。

二是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较少，急于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

在讲5-9段几个画面时，我遇到了问题。备课时我就想，直接
让学生给画面命名有困难，还是先分析景物再命名容易些。
于是给学生5到8分钟的时间读5-9段，画出文中描写的景物，
并分析这些景物的特点。我以为给的时间较为充足，学生在
回答第五段写到的景物及特点时还能回答的出，对但第七段
写到的景物则回答的太乱，要么说的不是我想要的答案，要
么回答的不全面，总是不能完整的找出来。我急了，让学生
集体朗读，从“你试想想”到“灯光的月晕”，再回答，结
果勉强使我满意。

三是问题太多，自己讲的太多，未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一下课我就说，自己讲得口干舌燥，可学生怎么没什么反应，
组长的一句话就让我明白，原来是我讲得太多了，给学生的
时间太少；是自己没设计好，而非学生问题。我把5-9段三幅
画面都讲了，其实不必这样，只需细讲其中一幅，给学生一
个范例，其他两幅让他们自己填写即可。这样既能让每个学
生都参与，老师也不会觉得累。

反思自己课堂存在的问题，发现还是经验不足所致，在以后
的教学中，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我还是要多听其他老师的
课、多反思，促进自己的成长。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四

众所周知，《汉乐府》是专用来谱曲吟唱的，它们一般都具
有短小精炼、朗朗上口、易于流传的特点。而其中《江南》
一首，则更是流传久远了。这首诗以采莲女采莲为基点，描
写了江南水乡特有的宁静美、活力美。基于这样的考虑，我
把教学重点放在反复的品读上。具体来说，我觉得本课有如
下几个方面做的比较好:

一是以不同形式的读为中心，让学生通过读来熟悉、理解、
品味诗歌。由于这首诗浅显易懂，所以我没有在字词方面花
太多的时间，只是在几个关键字方面教了一会儿，一起学了
写法。在读的方面，我试着让他们通过个别读、对读、小组
读等方式，反复读出诗歌原本的美感。

二是充分把学生推到了前台，老师只是导演。学生回答、讨
论、角色演读等等环节，占了整节课的三分之二多时间。比
较尊重学生个性化的感悟，有些学生在对诗歌有独到理解的
同时，我给予了认可和引导。

三是学生参与积极，参与程度很高。整节课学生的读、演、
说、思都很主动，一些学生的感悟和理解是比较深刻的。基
本达到了设定的目标。

不足之处也明显，主要表现在对生命课堂的内涵理解不够深
刻，学生真正的参与不够好，一些活动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品读的层次性和目的性体现的不是很好，没有随着读的深入，
加强对文本诗歌的理解。需要继续努力。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五

《江南》描绘的是江南水乡人们采莲的情景。诗句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插图色彩鲜明，形象逼真，展现了一幅荡舟采莲、
莲叶田田、鱼戏莲叶的美丽画卷。孩子们读来心情愉快，琅



琅上口，便于在诵读中陶冶儿童美的情操。课后反思整堂课，
有二处较为出彩的设计，对学生诵读、理解古诗起到了画龙
点睛的作用。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中的“何田田”是学
生理解的难点，我没有单独讲解字词的意思，而是将其融入
对整句诗的描述之中。“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湖的
莲叶，你想说些什么？”“莲叶真多呀！”“莲叶真美
呀！”“莲叶又大又绿！”“满湖的莲叶又大又绿，绿油油
的，像一把把大伞，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学生交流后，
引导朗读：“小朋友们说得真美啊！老师好像也划着小船，
到了湖面上。我们一起来把第一句读一读，看看能不能把莲
叶的大，莲叶的绿，莲叶的美读出来。”鼓励学生站起来，
配上动作读。学生入情入境的神情，陶醉的眼神，稚纯的语
音，舒缓的动作告诉我，“何田田”一词在学生的脑海中已
形象可感，他们已经悟出了文字间蕴含的美。

在指导朗读诗的第二句时，因为这一句中很多部分相同，所
以学生读起来会没有精神，于是在这里设计了“如果你是小
鱼，你会干什么？”的环节，学生跃跃欲试，争着用自己的
语言、动作来表现，有的学生说我在吹泡泡，我在和其他小
鱼比赛游泳呢，我是游泳冠军，我们在捉迷藏，甚至有的小
朋友还说到，下雨了，我在荷叶下面躲雨，天热了，我在荷
叶下面乘凉。学生们的思维顿时被打开了，他们丰富的语言
让课堂增色不少，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活跃了孩子
的思维。

一年级语文江南教学反思篇六

《忆江南》是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词，学生们语文第一课
正在学习本首词。学生对歌词背景已相当了解。教学中我从
优美的画面作为切入点，让学生为画面配乐，从而引出《忆
江南》的歌曲教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先让学生对江南有一
个总体的感受，为后面的歌曲教学做一个情感铺垫。



初听教师范唱，学生们找出歌曲表达江南美景的句子且印象
最深的句子，从这一句开始学习歌曲，打破歌曲教学的常规，
这样的目的是能使歌曲教学始终围绕一个字“美”。之后的
歌曲教学通过教师唱谱、学生接唱等方式让学生来学唱歌曲。

这首歌曲虽然不长，但是却有许多的一字多音，这是歌曲的
难点。教唱时我采用层层深入的方法，同学们掌握的很好，
在完整演唱时基本没有错误。教师的教学语言很重要，教师
韵律优美、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能把学生带入到音乐情境之
中，加深他们对教学内容的印象，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课堂的.设计有它的完整性。

通过这节课，我也知道了自身有不足，要通过自己每天、每
一节的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真正成为一个有自己
独特的教学方法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