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满意度工作方案(大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一

1、口语交际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
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而这种口语交际的能力要
靠丰富的语言实践去培养，因此，教师要善于营造学生进行
口语交际的真实情境，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开放性话题，
让学生说出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我们要允许学生说得不完
整，通过补充提问，把事情说清楚说完整；允许说得不生动，
甚至允许出错，使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敢于交际，乐于表达。

2、习作练习要符合三年级学生的特点，降低习作的门槛，给
学生以自信。引导学生将平时的积累运用于自己的习作之中，
体现学用结合。要给学生更多的展示与学习的空间，并将展
示与评价有机结合，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

3、丰富的语文积累，是学生综合语文素养的集中表现，教师
要善于拓展学生学习语文的领域，带领学生品位祖国语言文
字的魅力。

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本地和学生的实际选择口语交际的话题，
凸显地域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使学生有话可说。口语交际
的话题要丰富而开放，要联系学生的生活，说身边的事，说
自己的事，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要鼓励学生敢说，教给学
生会说，逐步引导学生说得生动精彩。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要
有不同的要求，使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体验。



习作教学中，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兴趣，要及时鼓励学生的进
步，让学生感到习作的乐趣，体验习作的成功感，从而喜欢
习作，乐于表达，顺利地完成习作开篇的过渡。

词语的积累对子歌词语搭配及绕口令的学习，要创设更多的
实践机会，拓展学习的内容，培养学生将积累与运用的有机
结合，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二

本园地上了三课时。第一课时完成了三个知识点“我的发现、
日积月累、我会填”。在这三个知识点上“我会填”让学生
完全自学，因为该题是搭配词的练习，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所
学的课文或者平时积累来完成，并鼓励学生可以拓展这种题
型。尤其是12课《北京亮起来了》该课几乎是由“形容词或
成语”与“的”字短语生动的搭配，把北京的夜晚展示得如
此多彩而美丽，学生很感兴趣，而且很务实的训练。

知识点“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在教学中适当的“扶”了，
因为这两个知识点在语基上需要点拨，毕竟是二年级学生，
虽然有一些知识上的积累，但在字词的含义之间还是有些模
糊的。比如“我的发现”教材上有两大组，第一组在语基上是
“动作与动作所使用的工具”第二组是“物品与物品”场所
的的区别。（在这环节学生还不算错，能发现动词、名词）
这里本人点拨了（第一组都含有同样的两个字，第二个词是
在前一个词基础上加了一个字，两个词的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例如：酒水要用酒水车；飞机场里有飞机。）“日积月累”
是反义词的训练（可以鼓励学生先借助拼音读读不认识的.字，
看每组里的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再运用自己发现的规律，自
读，认清字形。还提示学生若是去掉两字中间的破折号，会
发现什么？）这样一提，学生很快就能发现两个相反的字能
构成词语“宽窄、穷富、贱贵、善恶……”并适当运用。

最值得反思的是“口语交际”就这么一个点儿，本人是“豁



出去了”用了两课时，其中有一课时完全浪费。本单元的口
语交际是“夸夸家乡的特产”或是“家乡变化……”说说评
评还要写一写。（家乡农作物、水果、……提前我让学生回
家收集或是问问大人，有关自己家乡的特产，风景有关的图
片，还可以上网查……）这个环节太闷了，学生没一个人回
家动过，而且不回答我，我急了，40分钟就耗尽了。课间，
本人不甘心，重新换个角度提问，就让学生说说自己平时感
到最好玩的地方，怎么个玩法，最喜欢吃的东西，怎么个吃
法，这些东西在家乡是否常有，而且我将学生分成了两大组，
基础好的与差的各一组，本人把“镜头”全对准较差的这组，
使用“急将法”，我提了个最简单的问题，全班只有较差的
这组有一人举手，我借机说：“今天我要带这组的孩子出去
玩……”话还说完，有一个孩子问：“老师，到什么地方去
玩呀？”我神气地说：“是我们家乡最好玩的地方，那里有
很好吃的，我带了钱去买，谁跟我去就跟谁买。”说到吃、
玩孩子们可欢了。举手的多了，说：“老师，我家旁有一条
小河，那里很美，水很清，河边有柳树，果树……还有一个
草坪，那里可以拌假饭。”接着一男孩子说：“老师，我们
那里有个荷花池，是外地人投资的，池中有竹楼，小亭子、
鱼池……”又一女孩说：“老师，我家对面有个大水库，奶
奶说，这水库供养10万人的饮水问题，这水库像只大公鸡，
公鸡的头上是龙头，公鸡的尾是粮田……”这下教室时可不
得了，都争着说，我就这样高兴地听着孩子们说着。这时
被“抛弃”的组的孩子可急了，有小男孩田赛赛跑到我面前
说：“老师，在我的家有很多水果，比如葡萄是最好吃的，
到了秋天……。”（田赛赛把11课《葡萄沟》的那段描写葡
萄成熟的样子说下来了，并且还说了怎么个吃法，最有意思
了，说得太好了……）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的学生好奇心强，喜爱观察，但却缺乏观察能力，不
会观察。这就需要老师的引导。秋天在我们宜昌变化很大，
如：我们身边的树木有的四季长青，有的枝枯叶黄，还有的



树叶颜色正慢慢由绿变红、变黄……如何有效的让学生感受
到节气的变化？我从先交流自己眼中的秋天，再画一幅秋天
的图画入手，让他们发现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再配以美
丽的秋景图让学生进一步感受秋天的美丽。

学生虽然敢说、想说，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并不一定能把
想说的说出来，也不一定能有顺序地说出来，更不一定能把
它写下来。怎样使学生能有条理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好呢？
所以本节课我在训练学生说话的过程中，教学生学习观察方
法，如：从上到下，从远到近的观察，并以一学生的讲述为
例具体说明，然后再指导学生可以先观察整体再观察部分，
也可以先中间再四周等等观察方法。引导学生积累一些好词
佳句，并将积累的好词佳句用进自己的讲述和习作中去。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
的源泉。”对于作文来说，大胆而合理的想象会使文章神采
飞扬。有了想象，我们可以把山写成一个伟岸的巨人，把春
风写成一个神圣的神者，我们的笔下的景物才会生动。因此
本节习作指导教学中我抓住了想象来指导学生说说树叶被风
吹起的样子，果农收获果实的情景等。从图画中回到现实，
再从现实中回到画面，这样让学生在说话和习作中时能够做
到有话可说，在里面加上好词佳句就是一篇优美的文章了。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四

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送走了不平凡的20__年，这是催人
奋进的一年，是促进中国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一年，是所有
中国人树立自己新形象的一年，是一个向全世界展现自我的
一年。

过去常说“当教师要让学生有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
水。”在今天看来，我们教师光有了一桶水，如果平时不学
习，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今课堂上学生



的需要。

自新课标实施以来，学科与学科之间加强整合、联系、贯通，
学科知识的学习不再是本位的;学科知识的涉及面已不再是本
学科，大大加强了知识综合，已放眼社会这个大环境了。在
这个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社会不
断发展，教师只有自己看的多，懂得多，不断学习，才能适
应社会发展，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

教师这个职业是清贫的，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那么就得准
确给自己定位，准确把握自己的人生价值：奉献，抛开了一
切的功名利禄，精心钻研自己的教学。语文教学是无止境的，
什么人都可以做这个事，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好的。

语文教学必须要求有一种爱钻的精神。首先，教材的钻研，
就是无止境的`，多个人的见解也不尽相同，但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量做的最好。教材的钻研需要教师认真阅读内容，
把握主要内容，找准教材的重点难点，并且要求教师根据学
生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巧妙地选择训练点，而不是面面俱到;
巧妙地安排切入点，而不是平铺直叙;合理地安排运用教学方
法，而不是教师的强硬灌注;灵活地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而
不是死板地说教。所以教师必须从各个方面去钻研。

我们所面对的学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都是有自己的喜
怒爱乐的小娃娃，我们要善待每个学生。学生毕竟都有个性
差异，不可能一个个都是聪明伶俐、爱动脑筋爱学习的。所
以教师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
应该默默地告诫自己：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只能从关心、教
育学生的角度来采取措施，只要有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发
现每一个学生都是天使，每一个学生都是可爱的。只要每一
个学生有每一点进步，我们都应该为之高兴。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五

1、“识字加油站”是平时吃东西时闻到的、品味到的、感觉
到，联系食物来讲这些字，学生接受的比较快。

2、同音字，形近字填空，这个内容比较难，学生掌握起来有
一定的难度，除了将课本中的字填好外，在学生练习的时候
适当加宽。“我的发现”中“火”与“灬”是不同的书写方
式；“心”字底和“忄”也是这样的，在教学时适当提醒学
生，让学生可以在今后遇到这些偏旁部首时能够猜到字的意
思。

3、“日积月累”中十二生肖里面的生僻字比较多，所以在教
学时让学生对着图画认字，能够帮助学生记忆。

这个单元的园地中的“字词句运用”和“我的发现”联系非
常紧，在教学中没有很好地突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