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篇一

在教学本课当中，我除了引导学生春雨像什么?春雨的声音像
什么以外，在学习最后一句话时，我又引导学生思考：这绵
绵的春雨除了招呼小燕子，还在招呼谁?我鼓励他们学着诗歌
的句式自己仿照说一说，有的学生说：春雨在招呼小青蛙，
快快捉害虫;春雨在招呼小蜜蜂，快快出来采花蜜;春雨在招
呼小鸟儿，快快出来唱新歌;春雨在招呼小白兔，快快出来吃
萝卜……学生在自编儿歌中展开想象的超脱，童真在想象与
交流中得到个性化的展现，当然，孩子们春天的喜爱之情便
更加深厚。在创编诗歌的过程中，他们独特的奇思妙想是我
没有预设到的，上完本课我不禁感慨：只有善于激发学生想
象思维的语文课，才是真正的语文课。

小学语文低估的教学生点是识字教学，北师大教材很大的特
点就是学生需要会认会写的字很多。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
内完成识字教学的任务，降低识字的难度，是每个语文老师
都要思考的问题。

在导入新课时，我首先让学生听铃铛的声音引出“铃铛”，
让学生自己观察这两个字的读音有什么共同特点，学生自己
提醒大家这两个字都是后鼻音，并且第二个字是轻声。接下
来我让学生摸一摸铃铛是用什么来做的，进而引导学生发现
铃铛两个字的偏旁是金字旁，金字旁的字都有金属有关。在
教学房檐时，我让学生联系插图指出房檐在什么地方，由于
图文并茂，学生很快就记住了这两个字的字形和读音;在教



学“串”字时，我先引导学生观察这个字的字形，一个孩子
站起来说这个字很像她吃的羊肉串，这两个口字就像是两块
羊肉，而中间这一竖就像是穿羊肉的竹签。孩子听了这样的
分析，都会心的笑了，在笑声中大家很容易记住了这个字。
在学习“招呼”时，我让孩子们带上动作给小燕子打招呼，
然后引导他们自己发现：招呼既要用手，又要用嘴巴，所
以“招”字有提手旁，“呼”字有口字旁。在学完课文之后，
我又一次巩固孩子们识字。我把本课的生字生写在事无做好
的铃铛图后面，把铃铛图贴在黑板上，让学生摘铃铛识字，
哈哈，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可是空前的高涨。最后，我还安排
学生写带有提手旁的两个字，“招”和“挂”，把写字落到
了实处。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的基
础是１～２年级的教学重点。我第一次教一年级，所以对一
年级新课程教材了解不是很深。这个学期由于工作的需要我
接任了一年级的数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责任促
使我做好工作，无怨无悔地做好工作。这期间我灰心过，气
馁过，但更多的是鼓起勇气向前进，一学期很快就要过去了，
很有必要小结一番。

最初打开一年级的数学教材，给我的印象是：它就象是一本
卡通故事书，每一课学习内容、每一道练习题都可以用一个
小故事来把它表达出来，并把知识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当中，
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在实际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初步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方式
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用数学的方法去解决一些日常生活
中的问题，还有学生独立性、互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培养.

通过一个月的教学摸索与反思，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自己的教育观念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比如学生不懂的问题，有些学生站起来想解答，可是我们就
是不让，偏要自己点一个学生起来讲；又如学生列出的式子
是对的，但由于不合常规，而我一时没想透就不予肯定等
（当然这有时我也怕考试不这样考），都暴露出自己的教学
观念还跟不上学生的发展需要，还有待进一步学习提高。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篇三

《小山泉的心愿》是一则寓言故事，课文通过小山泉和野兔
的对话，阐明了小山泉的心愿。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主要抓
住小山泉和野兔的对话，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
会什么是“不幸”，什么是“幸运”的，从而让学生感悟到
只有大家都需要自己了，才能体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心中
装有他人了，才能为别人服务，这才是幸福的事。

课堂教学的核心和灵魂都应体现在一个“读”字上，读是学
生理解语言文字的手段，是培养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客观要
求和最重要的途径，忽视了读或读不到位，学生语感的培养
和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教学
中，我对每一次的朗读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使学生明白读
什么，该怎样读。

首先，课堂导入揭题后，我让学生自由读读课文，初读课文
时，要求学生读准字音，特别是生字的读音。再读课文时，
要求学生思考：小山泉的心愿是什么？在讨论回答后，重点
指导朗读小山泉的话：“我储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取用，
为人解渴。”使学生理解了小山泉的心愿。接着再读小山泉
的所有话语，提问：“小山泉为什么会说野兔不了解自己的
心愿呢？野兔说什么话了？”回答后，理解读第一节。最后
第三次细读课文时，要求想想野兔说小山泉不幸，可小山泉
却说野兔不了解它的心愿，那小山泉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不幸
的呢？它是怎么想的？再次去读小山泉的话，这样学生不仅
很快理解了小山泉说的.话，更能读出感叹句的语气。结合多
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有所感悟，并在读后交流读后感想，



说说读懂了些什么，使学生读有所思，读有所获。

三次读文不仅提出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层层推进，学生通过
朗读，很好地理解了课文，体会了小山泉的感情，做到了语
文教学中的重情感、重体验，重感悟。

不过这节课上完后有一点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在指导学生
进行评价时，指向还不够明确。比如同学之间互相评价朗读
时，应该让学生明确评价的内容，究竟是评价音准还是评价
语气、语调，这样学生在倾听时就会有明确的目标，发言也
就会相对集中。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篇四

很快，一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周刚过到周三的时候
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了，说实话，这一周很累，想不充
实都难。

这一周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见到了我可爱的孩子们，而且发
现过了个年，他们个个变得更加懂事，更加优秀了。

在这一周里，我重点在安全，纪律，卫生和学习这四个方面
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很听话，对我的要求都很
认真的完成，各方面做得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欣慰。

希望自己放松心情，尽量抽出一些时间给后进生补补吧！这
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办法。

一年级写字教案反思篇五

这个学期我担任一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很快的，一个学期将
要过去，回首过去的日子，一学期的教学经历，也有一些收
获和问题。一年级教材编写的意图在于注重人的发展，用生
活的情景呈现学习内容，让学生感受知识与生活的联系，体



会学知识的目的在于用知识解决问题，这就对以往没用的内
容进行删除，所学的全是对以后步入社会有所帮助的，教材
中的生活场景自然就很多，内容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很难。

在教学方面，我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现
行教学的总体思路，它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正
确把握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在反复研读《课程
标准》的过程中，我有所感悟，把理论运用到课堂实践上，
有很大的收获。

1、创设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在新课程中最大的是角
色的变化，教师将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管理者，更是学
生发展的促进者和引导者。在新课程中，学生的学习方式从
传统的接受学习向探究学习转变，而教师的工作就在于帮助
孩子们确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确定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
途径；知道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的策略和发
展能力；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
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
关系，教师应尊重每一个学生，多一些鼓励。

2、结合多元智能更好理解文本。智力作为一个整体，是认识
活动的综合能力。通常人们的认识活动并非一种而是几种智
力在相互作用。学生的学习也是各种智力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过程。因此，不能只用认识智力去衡量学生的能力，而
要切切实实地去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多元智力，使教育教学真
正地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3、把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融合起来。《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实验稿)中指出:“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
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内容
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



初步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

《标准》中明确地指出：提倡跨学科教学，与其他课程相融
合。这是因为要培养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仅靠语文
教材内容和传统教学方法，已远远不够。而需要各学科在教
学方法、教学内容、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方面相互渗透，
再通过有创新地教学才能达到培养目标。如把作文教学与各
学科融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