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篇一

1.运用了多样的识字方法。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题。课堂
上，把学生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独立、合作探讨学习
方式，并通过一些“小老师领读、闯关游戏、借助图片猜
字”等提高孩子的兴趣，形成人人都想要参加的局面。

2. 结合识字和课文。本课的主要重点就是识字，但生字和文
章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把生字和文章结合起来，让学生
自己把儿歌引导出来，最后用多种形式反复诵读，学生便能
够在轻松的环境下读得顺、记得牢。

1.卡片的利用不够充分，孩子初步认识时拼的不太好，可是
在学完这课后，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让孩子们再重复拼一拼，
效果会更好，整个课堂也会更完整一些。

2.在课堂的结尾有拓展的内容可以让孩子把这些内容再加到
课文中，或让孩子自己发现字形的变化，孩子的兴趣会更高。

以后会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也会不断地探索，争取上出一堂
更完美的课。

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篇二

绕”很美、“许多名胜古迹”也很美。并且学生还能用动作
演示的方法来理解“群山环绕”这个难点词。这时再指导朗



读就使“品”得以深化。教师的示范品读意在情激情中调动
学生的兴奋点，使学生融入文章之中，使教师、学生、作者
三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在“品”中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在
“品”中培养学生的协作互助能力。

小语教学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习语言的实践活动。为使学生
“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教学应是没有强制的活动，
禁锢的要解放，潜在的要诱发，从而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
为了让学生能在课堂中真正地活起来，相信学生的能力，把
课堂还给学生。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重在引导。相信学生
能把书读好，一次没有读出来没关系，让他们继续读，直到
能读出来为止。如“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这句话，刚
开始学生只觉着美，可是到底怎么美却感受不到。这时我就
让学生再读，并且边读边看图体会。果然学生自己通过读、
看，感受到了“湖水碧绿”很美，我及时肯定了他们的读法，
并鼓励他们再读看能不能又有新的体会。于是，学生又通过
自己读感受到了“很深”也说明日月潭美。就通过这样短短
的一句话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了读书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给
他们一个结果。这种过程就是一种活。

新世纪，人们疾呼，要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什么是
真正的语文课呢？我想，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能够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能够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展，能
够让学生获得一定的学习方法，也算是一种真正的语文课吧。
这也正是我在这节课中努力追求的。

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篇三

兴趣是促学的动力，是成功的'先驱。小组合作学习要想发挥
其合作功能，教师首先应创设教学情景，使学生产生合作兴
趣。这样学生才有可能积极合作，共同学习。

《语文课程标准》在低年级教学目标中，有这样一条：喜欢
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这种喜欢和愿望需要老师在



平时的教育行动中去激发，去培养。我在教《日月明》这一
课的生字时，我先将生字卡片一一挂在黑板上，让孩子们四
人一小组合作，想办法记字，孩子们纷纷出主意，想办法。
只听见一会儿这个说：“我会记这个字。”一会儿那个
说：“这个字是班上的名字。”学生兴趣浓厚，个个脸上洋
溢着成功的喜悦。我又问孩子们：“谁来说说你交了哪个朋
友了？”孩子们纷纷举手，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老师，我
记住了晶，我可以给它编儿歌：三日晶，亮晶晶。”另一个
孩子迫不急待站起来：“我还可以给晶打个谜语：一天一天
又一天，天天太阳都出来。”……多么富有童趣的声音！这
声音源自快乐，源自喜欢！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这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对孩子求知识是何等重要！

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篇四

《日月明》这一课，节奏明快，音韵和谐，这篇短短的韵文，
揭示了会意字的构字特点，让人隐约感受到中国人造字的智
慧。

本节课要求学生会认的生字比较多，但是这些生字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都属于会意字，而如果单纯的对孩子讲述什么
是会意字，相信不少学生会存在理解与认知上的困难。因此，
在教学时，舍弃了以往单调的认读、繁琐的分析，力求在一
系列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引领学生自主探究到会意字的特点，
进而识记生字，提高识字效率。

我打算先进行“明”字的教学，“扶”着学生在引导中逐渐
发现和感受到“明”字会意的特点，由此来引路。

在导入时，我先出示“日”“月”的.图画，并伴随发光的效
果，使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让他们直观的
感受到这两物会发亮发光，带给大地光明，然后顺势让学生
说一说他们的特点，有了前面的图片感知，学生一下子就能
说出。而后，我出示“明”这个字，学生也马上能将他们的



发现表达出来，他们有的说“明”是由“日”和“月”组成
的；有的说“日”很亮，“月”也很亮，“明”就更亮了。
从孩子们的回答中，我知道，他们已经感知到了“明”的意
思，初步领略到了此类汉字表意的特点，然后我顺势告诉孩
子们，这样的字就称为会意字。因为有了前面对“明”字的
感知作铺垫，孩子们对“会意字”的理解有了共同的起点，
理解起来应该也不至于那么抽象。这样，我想比一上课就跟
孩子们说，“今天要学习会意字”的方式更加自然。

比如，教学“鲜”时，我出示了一条鱼和一头羊，让学生猜
字，同时说说字的意思，一个孩子立马说出了：“这个字里
面有一个鱼字和一个羊字，因为鱼（肉）和羊（肉）味道都
很鲜美，所以我猜它念“鲜”。”表述的具体而完整，措辞
恰当，并且富有逻辑性。我对孩子的的发言赞扬了一番，也
以此鼓励其他孩子也能学着他的样子说一说。再如教到“田
力男”时，我告诉孩子们：“古时候一般男人们都在田里耕
种，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很多男孩子骄傲地说：“男人
力气比女人大，所以男人就在田里干活。”学生联系他们已
有的生活体验，说的头头是道、不亦乐乎，在融洽的对话中，
也达到了识记生字的目的。

日月明一课的教学反思篇五

《日月明》这篇课文位于《识字二》第四课，主要是让学生
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点。

同时我也考虑到本课课文没有情节，学生会不会觉得枯燥无
趣？要怎样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对课文感兴趣，并能主动地
学习。我决定从最简单的会意字的组成导入这节课。我出
示“火”，故作惊慌地喊：着火了！着火了！并拿起一把尺
子放在“火”字上面，学生马上明白了，大声喊：火灭了！
火灭了！我及时的引导学生：同学们，看这就是会意字，就
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
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接着让学生读课文，



读书课文后，放手让学生小组学习，说说每个字是由哪些独
体字组成的，是什么意思，我到各小组中指导，和他们一起
讨论。

全班交流时学生都很活跃，大家七嘴八舌地将这把自己想说
的都急于想表达出来，唯独没人说“休”字。我因势利
导：“我上课累了，靠在黑板边休息！如农民伯伯做活累了
靠在树边在干什么？”“休！”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节堂
课上得很轻松，直到下课，孩子们还是意犹未尽。我认为这
堂课很成功，为自己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