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菏叶圆圆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菏叶圆圆教学反思篇一

古人修身养性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而一个教师的成长过
程中离不开不断的教学反思这一重要环节。下面，我就谈一
谈上完《荷叶圆圆》这一课后的几点思考：

本文是一篇轻快活泼的散文诗。所以我在上这节课前，我就
构思着尽量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的氛围，让学生带着
愉快的心情上完这节课。

2、在巩固练习时，我利用一个游戏“猜字”这样孩子的兴趣
非常的浓厚，进一步让孩子自主的识字。

还有在课堂的提问过程中，我要敢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使
课堂的每一次提问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认识晶字是我出了一个谜语：九横六直，子路问孔子，孔
子想三日。孩子们都不知道晶字的结构，我又出示了一个品
字让孩子观察。孩子发现他们都是有三个字组成。最后总结
这样的字就是品字形的字，学习过程中又拓展了其它品字形
的字。

总结、整堂课教学，我始终把时间教给学生，让学生在声情
并茂的朗读中感受文本的美，在读中识字，在读中感悟，在
读中积累，内化，在读中训练语言，辅以“思，议，评，
演”等手段，来培养他们能力，激发他们的情感，让他们在
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习语文，从中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
更喜欢学习语文。



菏叶圆圆教学反思篇二

《荷叶圆圆》这篇课文是一首轻快活泼的散文诗，荷叶圆圆
的，绿绿的，它是夏天里一首清凉的小诗，小水珠、小蜻蜓、
小青蛙和小鱼儿都喜欢它。所以，课堂上我尽量给学生创设
一个轻松、活泼的氛围，让学生愉快地学习课文。

首先让学生观看美丽的大荷叶(图画欣赏)，一开始就吸引住
了孩子们的眼球，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兴趣，创设了乐学的氛
围。我利用精美形象的图文，让孩子们发挥想象，体验情感，
通过自由读、分角色读、齐读等多种形式的读，使孩子们感
受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小鱼喜欢荷叶的快乐心情，并
在朗读中自然流露。在朗读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小鱼
四个小节的时候，我让学生充分自由朗读，边读边悟，边说
边做动作。在读读说说，读读做做中，让学生更加喜欢朗读，
感受到朗读的乐趣，在读中获得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

在课的收尾时，还是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我准备了一组美丽
的荷花荷叶的图，让学生欣赏，看到学生“哇，哇，
哇……”的惊叹中，我顺势问了一个问题：“这么美的荷花、
荷叶还是你的什么？还会有哪些小伙伴会来玩啊？”学生的
小手唰唰地举起来，说得有声有色，让我不禁为他们惊叹。

如果说以上是这节课的收获，那么，我在上完课以后的遗憾
也很多：

第一，识字教学不扎实。识字教学在低年级语文教学里，一
直是重点也是难点，这节课的识字环节仍没有真正落实到实
处，原因是我一直不敢放手，生怕孩子们耽误太多的时间，
于是把生字一个一个的出示.

我想，今后我应该在识字教学和写字教学上下工夫，多磨练，
多学习。



第二，课堂的自我调控能力还太差，当学生的回答突如其来
时，也许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不知道如何应对，
慌乱紧张，这也是我今后应该多多锻炼自已的！

我想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不完美，总会有遗憾，但当我看到课
堂上学生举起的那一只只小手，一双双满怀期待的双眸，我
被他们深深地感动。学生通过自己的理解来朗读，他们感受
到了真正的童趣，触摸了生机勃勃的荷叶，真正开心愉快地
学了这一课。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正是因为有了兴趣这个动力，学生才会有如此期待的表现.

菏叶圆圆教学反思篇三

根据我班学生情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
以及认识水平，因此确定运用“自主读——合作读——练习
说”的学习方法，使学生不但能领悟课文的情境和主要内容，
而且能培养他们熟读能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合
作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获取知识、培养创造思维的巨大推动
力。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要尊重学生的爱好，所以游
戏导入，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接着播放课件：配乐
出现一池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的荷叶美景的动态画面，让
学生欣赏，教师优美地范读课文，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意境。

对于一年级学生而言，语文教学应培养他们喜欢阅读、敢于
阅读、乐于阅读的愿望，整体感知的教学设计可以实现这一
目的，所以我先让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一遍课文，注意把课
文的字音读准。在此基础上再将课文带着问题完整自由地读
一遍。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老师的指派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从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地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内容，
并逐步培养起对课文的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所
以在学生将课文完整自由读两遍的基础上，让学生将自己喜
欢的段落多读一读，注意把字音读准，课文读通顺；再自由
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个别读，读后评价（对读得好、有进步
的同学提出表扬和鼓励），最后读给同桌或好朋友听。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接受式学习之外，
学会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精神
和合作精神。这样做就使得学生的认知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
最后对课文内容形成初步的自我理解。因此，对课文的理解
只需要多读，在读中理解课文内容，在读中积累语言，领悟
情境，附之配乐朗读，增强语感。这篇课文对话比较多，便
于分角色朗读。我充分利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培养学生合作
意识和协作精神。在活动中，教师要注意参与到学生活动当
中去，面向全体，维持好活动次序。

爱因斯坦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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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
化的源泉”，人的童年时期是培养、发展想象力最佳时期，
犹如农事的节气，是不能错过的。《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
“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
造潜能。”这就告诉我们，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
借助教学难点、重点、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因此，我及时地
给已经在阅读课文中得到许多启示的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
比如创设情景，“老师就是荷叶姐姐”，让学生自己当成小
伙伴，进行口语交际，引发学生想象。“你希望变成什么再
与荷叶、荷花一起玩耍呢？”这样的话题，有利于调动学生
和生活积累，发展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沟通了语
文与生活、语文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培养了他们综合应用的
能力。



菏叶圆圆教学反思篇四

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它是夏天里清凉的小诗。小水珠、小
蜻蜓、小青蛙和小鱼儿都喜欢它，这是一篇轻快活泼的散文
诗。所以我在上这节课时，我尽量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
泼的氛围，让学生带着愉快的心情上完这节课。

这一节课，我感觉到最成功的是学生的朗读能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了较好的培养。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项
训练，我在课堂上贯穿了“以读为主，感情体验”的教学思
想，教学前我先在教室里贴了一些荷叶的图片，让学生一开
始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状态，教学时我充分利用图片，让
孩子们认真观察，通过自由读、分角色读、同桌互读、小组
读等多种形式的读，在移情心理的作用下，孩子们感受的小
水珠、小蜻蜒、小青蛙、小鱼喜欢荷叶的高兴心情，并在朗
读中自然流露。让学生更加喜欢朗读，感受到朗读的乐趣，
在读中获得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所以整个的朗读过程中，
我没有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让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理
解，读出自己的感受。

我在课的结束时，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想像一
下，除了小水珠、小蜻蜒、小青蛙、小鱼儿喜欢荷叶，还会
有谁喜欢荷叶？这一问题，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像力，课
中学生的回答真让我大吃一惊。答出了一些连我都没想到的
答案。如：蚂蚁说：“荷叶是我的船，我可以划船去玩。”
小鸭子说：“我喜欢荷叶，它是我的小雨伞。”小朋友
说：“荷叶是我的帽子，夏天我可以遮太阳……对于回答比
较出色的学生我每人奖了一本本子，并鼓励他们把自己所说
的画下来。这样既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了学生的想
像力，又体现了课内外的沟通，学科间的融合的语文教育观。

当我看到课堂上学生举起的那一只只小手，一双双满怀期待
的双眸，我被他们深深的感动，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
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正是因为有了兴趣这个动



力，学生才会有如此期待的表现。

学生在通过自己的理解来朗读，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童趣，
触摸了生机勃勃的荷叶，真正开心的学了这一课。

菏叶圆圆教学反思篇五

昨天，在学校上了示范课《荷叶圆圆》。

上课前，我选的是第二课时，既然是示范课，如果像平时一
样按老套路来，我会上得很精彩，该演的演，该读的读，但
我总是觉得这样的阅读课很乏味，就是为了体现公开课的完
美。于是，我想：能不能在第二课时的老套路上做些突破呢？
我们学校属于城乡结合部，学生整体素质偏低。我们班学生
朗读能力不是很好，齐读读不整齐，单独读不能有感情地读，
语感不够好。我就在“读”上做些尝试吧。虽然很羡慕目前
很热火的作文课上得风生水起，但是，针对目前我班的学生
水平，还是结合实际吧！我在复习生字的基础上，我想在这
节课中在“读”课文方面做些突破。

上个周末，我奔赴合肥参加了“和美课堂”研讨会，看到专
家上课不紧不慢，静候花开，我也受了影响，在上课的时候，
我在指导学生朗读的时候不着急，结果，第三关在这节课中
没有完成，当然，好处是我跟着学生的节奏走，而不是为了
完美地完成这节公开课急急忙忙地完成预设的环节。

心中有学生，处处有学生，教学设计中有学生，这才是语文
课的真谛吧。

《荷叶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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