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职的收获和感悟 个人在职工作心得感想
(模板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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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一

一、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千古的
传说。大禹的精神是可贵的，是极具典型性的，可是，作为
二年级的学生，理解课文所要颂扬的大禹精神和文字表达的
特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由于学生缺乏对洪水感知的实际
经验，因此无法体会到百姓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情境创设
从一开始就有障碍。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课文第一段内
容，我就用洪水泛滥的视频引入新课，再让学生说说自己的
感受，让学生从视觉上直观的了解洪水的可怕与危害。为本
文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

二、调动学生的朗读兴趣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认为，任何
一篇课文，都要在学生反复朗读，读通读顺地情况下引导学
生去感悟课文思想才是最有效的。在本课教学中，我采取多
种方式调动学生朗读课文的欲望，以“老师想倾听你们美妙
的读书声，你们愿意吗？”来调动学生的兴趣，首先让学生
自告奋勇读，接着让学生去挑战他，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调动
起来了，都非常积极，为了照顾全体学生再让学生推荐平时
读书少的孩子读，接下来小组读，齐读，这样学生的朗读兴
趣空前高涨。在此基础上，我趁热打铁，问学生还想不想读
课文，他们声音响亮地回答我“还想”，我话锋一转，
说“那就继续读，不过这次是默读”，然后提出默读要求，
学生都很投入地去读书了。



三、用心关注学生，而不是关注教案。如果老师上课总是想
着自己的教学环节该如何完成，而不去关注学生，倾听学生，
那这堂课一定不是成功的一节课。在课堂上，教师要时刻关
注学生的学情，教案可以为学生的学情适当改变，而不是一
味地走自己的教学环节，而不是关注学生的学情。在本课的
教学中，我本来还设计让学生背会第四自然段，但我发现学
生读得还不够时，我在读上又多用了时间，而事实证明，读
得时间多了，学生“读”进了文本，读出了感悟，“我体会
到大禹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文章的中心就很容易突破了。

四、面向全体，关注每个孩子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的机
会，特别是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也能锻炼自己。在课文读到
第三自然段时，我让孩子们推荐一位平时很少发言胆子小的
同学来读这一段，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个孩子的名字，
我走近他，一个小小的男孩子面前，“你来读这一段，好
吗？”我问他，“我不敢，老师”他小声说，“没事的，老
师帮你一起读，好吗？”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开始读课
文，由于紧张，刚读了不到一句，就把一个字读错了，同学
们都笑了起来，我对同学们说“大家鼓励鼓励他”，在大家
的掌声中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读的也越来越流利。等他读完，
我趁机表扬“你读的挺好呀！怎么不争取读呢，今天你在这
么多老师面前读课文，读的还这么好，你超越了你自己，真
不简单，老师为你感到高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
到这个孩子早已热泪盈眶，我相信今天我的一番话他一定会
记住的，以后他也会更有自信。

五、反观自己的教学，我深有感触，我想在很多方面自己还
需要不断努力和改进：

第一，对教材分析还应更加深入地钻研，这样才能使教学设
计合理有效。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文本反
复钻研，才能体会文本的精华，从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应该严格遵守“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这一要求



进行，教师在教学中只扮演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学生能回
答的，教师一定不能代为回答，一定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教
学的主人。教师应该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师
只需在学生确有困难的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现
学生的学。这一点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要改进的。

第三，规范教师的语言。说话时应该尽量简炼，评价语应该
尽量多元化。

第四，要关注课堂的生成。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
闪现，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语言，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好地
结合，这也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仔细研究和学习的。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很多的启示，也为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
很好的帮助和历练，希望我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二

《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讲的是古时代大
禹治理洪水的故事。大禹是上古时代的治水英雄。他“三过
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敬仰，
代代相传。

在学习第一自然段之前，我先出示了一组洪灾的图片，让学
生来谈谈看了图片以后的感受，然后再来体会洪水给老百姓
带来的灾害，体会老百姓的“无家可归”。最后引出治水的
英雄大禹，在讲解大禹治水经过时，我主要让学生通过朗读
来体会治水的艰辛，特别是抓住“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
千山万水”“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等语句。

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时，学生对大禹治水13
年，他的儿子十多岁了还不知道父亲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
个清晰的概念，大多数学生不认为大禹伟大。我就提了一个
问题：“你现在几岁了，如果你这么大都没见到过你的父亲，



你有什么感想”，“大禹的儿子为什么十多岁还没见到自己
的父亲呢？”，“大禹为什么能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能没有
进去？”，从而更好的理解大禹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
学生也对大禹的英雄壮举敬佩不已。

《大禹治水》教学反思——重文本还是重拓展

这课生字不算多，一课时除了读通读顺外，还分了段，理清
了文章的线索。二课时紧紧围绕你读懂了什么来交流。学生
提到鲧堵水、大禹引水，于是便由“引”字慢慢深入理解。从
“引”字中你明白了什么？既有大禹的聪明、智慧，也有大
禹的伟大和奉献，更是一种博爱的体现。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三

《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千古的传说。讲的是古时候大禹为
了治理洪水，为百姓造福，吃尽了千辛万苦，三过家门而不
入，终于制服了洪水的事迹。大禹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
精神被世人敬仰，代代相传。

如何引导学生学习这一课呢？课文中写到“滔滔的洪水淹没
了农田，冲倒了房屋，害得老百姓无家可归”，如此描写洪
水的凶猛，灾难的巨大，也从侧面揭示了禹治理洪水的决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禹会出来治水吗？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全
组成员召开了讨论、研讨会，制定出磨课计划。

新课标指出：“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课文第二段用简练的
几句话叙述了大禹治水的经过，授课教师在教学中紧扣“千
辛万苦”一词，引领学生细细品读。首先通过看图理解大
禹“察看水流和地形”的困难，以及“走遍千山万水”的艰
辛，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想象大禹可能会吃哪些苦，遇到哪
些危险，使学生对“千辛万苦”有形象的认识。其次，抓
住“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通过反复朗读和



想象，感受治水工程的浩大。这是全文的关键句，让学生反
复朗读体会，以及个人谈感受等形式，从学生感悟到禹治水
的艰苦与不易。这样，大禹不怕吃苦，顽强治水的形象就在
学生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课文中的第三自然段最让人感动。他在外治水10年，三过家
门而不入。为了让学生能深刻地理解大禹的精神，让学生想
像并讨论：大禹这位治水英雄，三次经过家门他分别是怎么
想？又是怎么做的？带着疑问让学生再来讨论，结合课文学
生明白了：大禹立志要把洪水治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段时，我们设计了“儿子会问
妈妈什么？”“妈妈会怎么说？”这样的问题，将学生带进
课文情境，学生不禁会结合生活经验，将自己想象成文中的
孩子，回答中真情流露。反之感受到大禹舍小家顾大家的伟
大。最后治水成功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最后提
问：如果你是老百姓，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学生们
说：“大禹，你辛苦了。大禹，你真伟大！”这个问题点明
了文章中心，点出了课文结尾“伟大”一词，使学生对课文
的理解得到了归纳和升华，起到了点题和总结，进一步挖掘
了教材的思想性。

经过本次的磨课、上课，我们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努力和
改进：第一，对教材分析还应更加深入地钻研，这样才能使
教学设计合理有效。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
文本反复钻研，才能体会文本的精华，从而生发出属于自己
的东西。

不能代为回答，一定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教学的主人。教师
应该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师只需在学生确有
困难的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现学生的学。这一
点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要改进的。

第三，规范教师的语言。说话时应该尽量简炼，评价语应该
尽量多元化。



第四，要关注课堂的生成。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
闪现，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语言，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好地
结合，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仔细研究和学习的。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也为我们今后的教学提
供了很好的帮助和历练，希望能从中得到更多地提高。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四

《大禹治水》是小学语文的一篇课文。主要讲了大禹为了治
理洪水，不辞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洪水治理好了
的故事。这篇课文将单元主题——奉献展现得淋漓尽致。孩
子们通过学习大禹治水的故事，体会禹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继而培养孩子公而忘私的精神。

课文的第一、二自然段交代了治水的原因。肆虐的洪水害得
老百姓无家可归，为全文定下了基调，但三年级的孩子
对“洪水”的感性认识比较少，很难读到位，我采用老师范
读的方式，让他们说说看似乎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既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让孩子们边读边悟，抓出
描写洪水可怕的重点词语，如：“淹没、倒塌、冲走、冲毁、
四处逃荒”。只有感受到洪水的可怕，才能领悟鲧为什么临
死前还不忘叮嘱禹“一定要把洪水治理好”。为朗读作好情
感的铺垫，自然而然明白治水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事。
关于治水结果的学习紧随其后。“大地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
景象”紧扣重点词语“欣欣向荣”的理解，与洪水时形成鲜
明对照，这巨大的变化都要归功于禹，然后出示大禹像，引
读最后一句话：“禹因此成为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和爱戴的英
雄。”课堂气氛调动起来了，孩子对大禹的崇敬之情有了明
确的源头，有意识地把思想教育融于语言文字之中，含而不
入，隐而不晦，使他们受到崇高的人格熏陶和感染。

针对全文学习的重点——禹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先引导孩子
们找到禹遇到的困难：“晚上，他常常睡在草丘山冈，天蒙



蒙亮就又出发了。他的脚长年泡在泥水中，脚跟都烂了，他
只好拄着棍子走路。”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抓住重点词
语“常常、又、长年、都、只好”说明大禹为治水付出了艰
苦的劳动，突出禹无畏的精神。

第四自然段对比学习两句话：“为了治水，禹三十岁才结婚，
在家仅仅住了四天，就告别了妻子。禹治水十年，曾经三次
路过家门，却顾不得进去看一看。”“为了治水，禹三十岁
结婚，在家住了四天，告别了妻子。禹治水十年，曾经三次
路过家门，顾不得进去看一看。”首先让孩子带着问题：你
喜欢哪一句，为什么？自由练读，体会“才、仅仅、就、
却”突出了禹无私奉献的精神。

反观自己的教学，我深有感触，我想，在很多方面，是需要
我不断努力和改进的。

首先，对教材分析还应更加深入地去钻研，才能使教学设计
合理有效。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点事毋庸置
疑的，只有对文本反复钻研，才能体会文本的精华。在教学
设计中更多地体现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设计必须要显得严
谨，尤其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语言，必须反复斟酌，加以训练。

第二，要注重朗读形式与理解课文的结合。这堂课以读贯穿
全过程，虽然在读的形式上有自读、齐读、指名读、分组读、
男女生读，但从整体的过程来看，读得并不深入，学生仅是
反复地读，将读的形式完整的呈现出来，基本局限在课文内
容的朗读理解上，课堂上创设的情境并未能引导学生自己去
思考问题，缺少让学生质疑，自主学习的时间。

第三，要更注重体现以学生为主体。在这堂课的实际教学中，
还是老师牵着学生走，无论是找一找禹治水的方法，还是禹
在治水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无论是在指导朗读，还是在学习
“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时，教师引导问题给予得较多，
总是把自己设计的教学过程过多地加给学生。其实，应该相



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教师只需在学生确有困难的
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现学生的学。

第四，读写结合的过程，因为读的不够深刻，有的孩子对禹
无私奉献的精神理解比较肤浅，导致了看图写话有些偏差，
有的孩子在写话时，出现了禹的妻儿欢声笑语的场面。

第五，要关注课堂的生成。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
闪现，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语言，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好地
结合，这也是我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仔细研究和学习的。

第六在教学过程中，应时刻关注学生，针对孩子们的回答，
适当及时地进行评价、引导、鼓励，让孩子们始终处于课堂
的中心，激发了他们思考、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只有这样，
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保持学习的兴趣，也只有这样，才能很
好地发展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很多的启示，也为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
很好的帮助和历练，希望我能从中得到更多地提升。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五

《大禹治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大禹治水的精神
是可贵的,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
我们孩子只是二年级的学生,要让他们理解课文所要颂扬的大
禹精神和文章中文字表达的特点,想要有感情的朗诵课文是非
常不容易的。

在指导有感情朗读时，我通过让学生点重音、划停顿的方法
进行指导。我坚信只要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加上一些朗读
指导，他的感情一定会到位的。

在讲第一课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提出一些不懂的词汇，
比如洪水泛滥是什么样的？由于缺乏对洪水感知的实际经验,



所以他们无法体会到百姓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情境创设从一
开始就有障碍。所以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人们的生活
痛苦极了”这一内容,我在范读时就着重加强了“痛苦极了”
这几个字音，然后再辅助以视频加深、巩固印象,让学生从视
觉上直观的了解洪水的可怕与危害。如此学生再读的时候感
情就到位的多了。

在禹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教通过“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开
通了很多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说明大禹为治水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以及治水工程的浩大。这是全文的关键句,我紧
紧抓住“千千万万、很多”等关键词让学生反复朗读体会,以
及个人谈感受等形式,从学生感悟到禹治水的艰苦与不易。

第三自然段中禹在治理洪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
非常有名的，为了让学生简单体会，采用“共情”的方式来
进行教学。“如果你的爸爸出去工作三天不回家你就会非常
想他了，或者你在外面天一黑，你也会非常想家。可是大禹
却能十二年里为了治水都没有回家一趟。”经过交流之后,学
生们对禹的个人形象进行了提升，是个无私奉献的人，为了
帮助大家治理好洪水，三过家门都不入。

第四自然段中介绍了禹带领大家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后
来洪水退了之后，百姓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指导
朗读时，先让学生体会洪水退了之后的生活，感受大家的喜
悦之情，随后指导学生们在读到洪水退了之后的情景时，应
该把声音上扬，以突显喜悦的心情。

反观自己的教学,我觉得我需要随时充实自己，以免课堂上接
不住学生抛出的问题。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闪现,
在这堂课中，有个孩子就问：“老师，他叫禹，为什么题目
是大禹治水呢？”一下把我问住了，是啊，我以前怎么没有
发现这个问题呢。一直回答不上来的我，用了一句“下去我
们都查查”草草结束。后来查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大家尊
重禹，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所以在他的名字前加



了“大”。学生们的想法千奇百怪，课堂更是瞬息万变，如
果上课时我能抓住这个学生的这个问题,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
好地结合,相信孩子们就更能理解大禹治水的精神了。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很多的启示，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会继续
发挥优势，弥补不足。

大禹治水教学设计反思篇六

《大禹治水》是苏教版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是古代的传
说故事，讲的是大禹为了拯救百姓，在外治水，最后终于把
洪水治服。

在教学中，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第三自然段时，让学生轻声读
课文，然后说说自己的体会，接着出示课文中数字的填空，
让学生重点抓住“13、三、一、十”这些数字，然后问学生：
“从这些数字中，你知道了什么？”这本是一组平淡无奇的
数字，但在课堂上，学生却读得特别响亮，并会抓住这些数
字来说出大禹的伟大品质。通过填空，朗读、讨论，使学生
很快从中悟出这些数字的深刻内涵。

最后连读完课文最后一自然段，我抓住了“治水的`伟大英
雄”这句话，让学生积极讨论：“大禹的伟大表现在哪
里？”学生们积极投入而且能抓住前面的数字来讲，从而能
说出大禹的伟大之处。

在教学中，我发现只有设计多种形式，才能激发学生的朗读
欲望，这与教师平时的教学是分不开的，只有多进行语言文
字的训练，让学生“乐于表达、会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