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 我选我语文教
学反思(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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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一

整节课我按照自己设计的教学环节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任务，
但是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感觉不够妥当，时间分配有些不合
理，导致写字教学用时较少。

1、教室里静悄悄得到，大家都在想。为了引导学生说出大家
认真思考，问了：大家在干什么？有同学说到了在想选谁当
劳动委员。可是我设计了一个拓展训练：大家都在想：-----
----。且只有唯一答案的训练，我觉得此训练完全可以去掉。

2、朗读王宁的话“我选我”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孩子
们有些压抑，不能完全自信勇敢地去说。我觉得其中还有激
动的心情。课后我又想到一个小学生没有举手，大胆地站起
来说“我选我”是有一定的激动心情的，这也正是“大家都
愣住了”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对后面的“大家都愣住
了”的原因挖掘有些片面。

课上说话训练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如何准备竞选班干？结果学
生的表现和预想的一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没有一个能自
信流畅表达的。我觉得应该引导孩子套用王宁的语言，如：
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其实之前让孩子们想象李小青为班里
做了哪些事，也是为此处做了一定的铺垫，结果孩子们没有
结合实际去说。



关于书写指导，由于课首三分钟用时过长，后来感受静悄悄
中的“突然”用时过长，写字指导用时较少，没有达到十分
钟的要求。

今后我要认真研究教材，准确把握重难点，引导学生全面感
受文本的魅力。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二

识字过程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创造丰富的教学情境，
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学用结合，促进识字能力的提高。识
字教学中发现，孩子的积极性很高，总能想出很多方法来记
字形，比如：加偏旁、还偏旁、换部件、猜谜语等等(尽管部
分学生想出的方法不太合理)。

二、写字教学

写字教学时，我尝试了以前没使用过的教学方法，就是写字
教学分散在识字环节中，比如，在认识“宁、室、切”时，
就让学生书空，熟悉它们的笔画笔顺，但是感觉不如整个写
字环节中的写字教学来得深刻。因为在写字指导时，我们可
以更专业地出示田字格，让孩子观察，然后，在田字格中书
写。这样就不会使识字教学中断变成写字，然后，又要让孩
子从写字状态转移到识字认读上。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写字指导相对独立出来。写字教学时，
我在面向全体的同时，还注意关注个体，特别是对平时写字
较差的，和插班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同时，由于有很多孩
子写字不注意姿势，我特别关注学生写字姿势。我想，以后
能不能采用这个方法：储蓄积累。只要整节课都注意保持正
确的书写姿势，就用加星，奖励铅笔等措施，希望在短时间
内纠正孩子的坐姿，以利于今后的保持与尽早形成习惯。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三

整节课我按照自己设计的教学环节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任务，
但是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感觉不够妥当，时间分配有些不合
理，导致写字教学用时较少。

具体到你感悟句子：1、教室里静悄悄得到，大家都在想。为
了引导学生说出大家认真思考，问了：大家在干什么？有同
学说到了在想选谁当劳动委员。可是我设计了一个拓展训练：
大家都在想：—————————。且只有唯一答案的训练，
我觉得此训练完全可以去掉。2、朗读王宁的话“我选我”时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孩子们有些压抑，不能完全自信勇
敢地去说。我觉得其中还有激动的心情。课后我又想到一个
小学生没有举手，大胆地站起来说“我选我”是有一定的激
动心情的，这也正是“大家都愣住了”的其中一个原因，所
以我对后面的“大家都愣住了”的原因挖掘有些片面。

课上说话训练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如何准备竞选班干？结果学
生的表现和预想的一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没有一个能自
信流畅表达的。我觉得应该引导孩子套用王宁的语言，如：
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其实之前让孩子们想象李小青为班里
做了哪些事，也是为此处做了一定的铺垫，结果孩子们没有
结合实际去说。

关于书写指导，由于课首三分钟用时过长，后来感受静悄悄
中的“突然”用时过长，写字指导用时较少，没有达到十分
钟的要求。

今后我要认真研究教材，准确把握重难点，引导学生全面感
受文本的魅力。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四

【课前透视】



《我选我》是一篇富有童趣的小短文。描写了在一次班会上
补选劳动委员时一个叫王宁的小朋友选自己的事。事件虽小，
但意义重大，表现出他的勇气，更体现了他热爱劳动，关心
集体的好思想，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课文内容浅显，还配
有一幅插图。教学时要从学生身边的事情进行挖掘，引导学
生提高认识。

班级选班干部是一件孩子们都关心的事，学生易于将课文与
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会使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容易。但是自
己选自己的事情却并不多见。教学中在学生朗读感悟的同时，
要培养学生做事有自信，学会正确的自我表现，更主要的是
要有一颗为别人服务的心。

【教学目标】

1、认识课文的8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对自己有信心，懂得用适当的方式展示和表现自我；懂得
应当为别人服务。

【教学重点】

1、识字、写字。

2、感悟课文内容，理解体会我选我的理由。

【信息资料】

多媒体课件、生字词卡片。

【教学时数】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切入举偶

（学贵有疑，从课题处着眼，引导学生产生疑问，有了好奇
心，学生自然会投入到学习中来。）

2、课件演示：播放多媒体课件（王宁自我介绍）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王宁是怎样当上劳动委员的吗？下面我们就来学习
《我选我》来了解。（板书课题）

（课件的展示创设了问题情境，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启发
学生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对话平台

一、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
遍。

2、同桌互读，不明白的地方研究一下。

（自主读书要有所收获，应引导学生边读边想，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相互交流，必会增强读书的效果。）

二、识字

1、用小黑板出生字词，多种形式进行认读。

2、同桌利用生字卡片进行互相读互相正音。

3、开展一字之师游戏。自己选择一个字，上台领读、组词，
并说说记忆的方法。



4、齐读生字词。

（识字过程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创造丰富的教学情境，
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学用结合，促进识字能力的提高。）

三、朗读

1、学生练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读得流利。

2、分段朗读展示，读后点评。

3、通读全篇。

（读书要有目的，有层次，有情趣。学生的朗读要有足够的
时间让学生自读自悟，形成个性体验，从中获得享受。）

四、写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认读。

2、观察字形结构，说说写字时要注意的地方。

3、教师范写，指导重点笔画，如青下半部分的第一笔是丨等。

4、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识字环节教师面向全体的同时，还要关注个体，巡视过程
必不可少，关注学生写字姿势，引导学生提高写字质量，形
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五

一、扮演导入。

上课了，我首先设计了一个“竞选活动”。我对学生



说：“如果，我们班增加一个副班长，选谁呢?谁愿意为班级
服务呢?”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同学们纷纷举手争取表
达自己。这样的教学方式，活跃的气氛，让学生体验到“毛
遂自荐”的感受，这有利于学生理解王宁自己推荐自己当劳
动委员的行为，还可以把感情带入课文朗读中。

比如“朗读”，虽然对话很少也很简单，但是如果放过也就
过去了，其实在这里可以渗透对话朗读的方法，即：注意提
示语，按照提示语读。

二、识字。

识字过程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创造丰富的教学情境，
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学用结合，促进识字能力的提高。识
字教学中发现，孩子的积极性很高，总能想出很多方法来记
字形，比如：加偏旁、换偏旁、猜谜语等等，尽管有时候学
生想出来的谜语不太合理，但都先肯定积极性再纠正。

大班语言我选我自己反思篇六

《我选我》这一课中,"我选我",是三个多么简单的三个字.但
是,说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小学生."我选我"的意
义,远远超过了选劳动委员这件事本身.学了这一课,学生要懂
得对自己有信心,懂得用适当的方式展示和表现自我,懂得应
当为别人服务.

下面我就这篇课文的几个教学环节进行反思:

识字教学

识字过程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创造丰富的教学情境,充
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学用结合,促进识字能力的提高.识字教学
中发现,孩子的积极性很高,总能想出很多方法来记字形,比
如:加偏旁,还偏旁,换部件,猜谜语等等(尽管部分学生想出的



方法不太合理).

二,写字教学

写字教学时,我尝试了以前没使用过的教学方法,就是写字教
学分散在识字环节中,比如,在认识"宁,室,切"时,就让学生书
空,熟悉它们的笔画笔顺,但是感觉不如整个写字环节中的写
字教学来得深刻.因为在写字指导时,我们可以更专业地出示
田字格,让孩子观察,然后,在田字格中书写.这样就不会使识
字教学中断变成写字,然后,又要让孩子从写字状态转移到识
字认读上.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写字指导相对独立出来.写字教学时,我在
面向全体的同时,还注意关注个体,特别是对平时写字较差的,
和插班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同时,由于有很多孩子写字不注
意姿势,我特别关注学生写字姿势.我想,以后能不能采用这个
方法: 储蓄积累.只要整节课都注意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就
用加星,奖励铅笔等措施,希望在短时间内纠正孩子的坐姿,以
利于今后的保持与尽早形成习惯.

三,理解课文

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为什么上课勇
跃举手发言的同学很少，为什么孩子们回答问题、朗读课文
的声音很小，为什么有些孩子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很多老师
跟我说这是孩子的习惯问题。那么老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
者，怎么样引导他们转变课堂习惯，激活课堂呢？执教完
《我选我》这一课，我仿佛恍然大悟——巧设情境，就是激
活课堂的关键。

一、投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赞一句，内化拓展知识。



每一篇课文的“资料城”中都含有着丰富的拓展知识，学生
往往是大声地读着，但是读完之后，这些篇章知识似乎变成
了过眼烟云，学生真正能记住的也就廖廖无几了，如何让这
些眼前的内容内化到学生的心里呢？首先读之前明确要求：
一边读一边想你能用资料城里的有关知识赞扬一下王宁吗？
接下来的交流，让我的课堂再一次活跃起来。有的学生
说“我想用伏尔泰的‘劳动是快乐的源泉’这句话来赞扬王
宁……”有的学生说“我想用《奖状的话》来赞扬一下王
宁……”还有的学生说“ 我想用《信心就是生命》里的一句
话来赞扬王宁……”，看着他们高高举起的小手，我知道在
他们的脑海中又有新的知识注入进来了。

三、想一想，留下真情轨迹。

在作文仿写中，我选择了《夸一夸我们班的小班干》这个贴
近孩子们生活的打写题目，看着他们一双双运指如飞的小手，
读着他们一篇篇洋溢着真情的文章，我知道他们的思维再一
次被激活了。

四、编一编，撞出思维火花。

二年级的小学生最喜欢编写小故事了，因此在作文打写中，
我还设计了一个巩固识字与故事创作相结合的打写题目：你
能用“宁静、集合、办公室、愣住了、掌声、补衣服、一
切”其中的词语（至少三个）编一个小故事吗？孩子们一看
到是编写故事，兴奋的不得了，一会就提交了《办公室灾难》
《新老师》《动物学校》等很有个性的文章，再看一下他们
按要求用词的数量和故事的完整性，使我再一次发出这样的
感叹：“孩子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一堂课下来，使我对“教师主导”这个定位又有了更深一层
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