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池上评课稿 一下识字教学反思(模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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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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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池上评课稿篇一

《识字5》是选择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一年
级年级上册第五组的一课。本教学设计曾在我校四年级四个
班分别试教过，总体教学效果比较好，根据不同班级不同学
生的特点，实际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可根据情况有所变化，建
议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朗读感悟

1、学生自由朗读，提示学生遇到生字要看清拼音读正确，指
导学生猜出谜底。进一步朗读，想一想是怎样猜出来的，并
且说说猜出谜语的根据。最后再读读谜语，欣赏谜面优美的
语言。要让学生通过多读，猜出谜语，感悟语言，积累词语，
巩固识字。

2、第三则谜语是难点，可按以下步骤指导学生学习。由孩子
联系小组合作的配合，引出并学习词句“互相尊重”，先识
字，后学习谜语。再读谜语，说说体会到了什么。说说谜底，
并说说是怎么猜出来的。

二、识字写字是本节课的重点，多花时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

1、读准字音。注意指导分清“尊”、“重”、“纯”的声母，
读准“令”的后鼻音。认记生字。重点是激发学生运用学过
的方法自主识字。让学生说说哪些字自己已经认识了，是通



过什么渠道或用什么方法认识的。

2、注意启发学生发现构字规律，培养他们良好的写字习
惯。“量、最”两个字，笔画较多，特别是横画多，是学生
书写的难点。教学要求会写的字时，我们就要指导写字的基
本笔画、笔顺规则，要求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都要尽量
写好。写字指导必须细致、到位，教师可以边指导边板书示
范。练字贵在精，而不在多。既要有数量上的要求，更要有
质量上的要求。遵循写字的自身规律，引导学生把典型字写
好。注意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保持正确的写字姿势。

三、课时的安排。

《识字5》课文不长，重点在识字和写字方面，建议一个课时
去完成，要抓重点环节，要舍弃一些无关紧要的环节！

一下池上评课稿篇二

成功之处：上课开始，课件出示端午节的活动场景，出示各
种粽子图片，带学生走入情境，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
氛。通过看图“品尝”端午粽，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
类及端午粽的由来有了初步的认知。然后直接学习第2自然段，
引导学生弄清本段有几句话，每句话主要写了粽子的哪一方
面的，结合课件，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了粽子的颜色、味道等
特点。

不足之处：过于按部就班了，孩子们在后来环节不能真正动
起来。

改进措施：“品”粽要从“读”粽开始，通过多种形式、方
法的朗读，增强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并提高了阅读的能
力。本课的朗读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读好带“的.”的短语，
另一个是学习读好长句子。教学时，采用了“内容分解法”，
引导学生对长句的内容进行分解，明白了句子所表达的内容，



再运用各种方式练度、巩固。此外，生字的教学也和读结合
起来，以读代讲，在读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读
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一下池上评课稿篇三

一堂好课，除了目标明确，教师更应关注师生之间的对话，
教师应及时地接住抛出的“球”，在课堂中做一个好球手，
时时注意找个适合的点与学生对话。比如，这堂课中，教师
的'教学目标是将夸父归为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失败不
气馁。在“说说夸父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环节中，已有
学生提到夸父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教师也追问：你从什么
课文的哪个地方看出来的？学生说：他敢与太阳赛跑，是个
自高自大的人。此时的教师没能很好接住这个“球”，应再
次追问：为什么你认为敢与太阳赛跑是“自高自大”？而教
师为急于点其他学生回答，未能接住这个球，引导学生体会
思考“失败英雄”的形象，当回过神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球”从身边滑走。而正因为这个球未能接住，所以导
致下一环节的进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于本堂课的亮点
没能充分展示出。学生也只能勉强认同教师引导出的“失败
英雄”。 其二：对文本的质疑探讨还欠缺。由于质疑这个环
节中没有以主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就好像让学生在没有缰绳
的牵引下，驾驭一匹不知其性的良马一般，要想出引出“失
败英雄”就略显牵强。

其三：神话故事应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而本堂却没有太
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

这堂课毕竟只是一个“点”，教师只有及时反思课堂中的不
足才能在今后的教学中有所进步。

语文，为了生活还是考试？

第一天上课，我告诉学生，我在高中的时候怎样调皮，怎样



戏弄老师和同学。高中的学习也许很辛苦，但是很快乐。

我告诉他们：学语文是为了生活。

同样的路边的一朵小花，有人视而不见，有人就此联想到生
死、命运、抗

一下池上评课稿篇四

《台阶》是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小人物”里的一
篇自读文章。本单元要求学习注重熟读精思，注意从标题、
详略安排、角度选择等方面把握文章重点，感受文章意蕴，
体会他们身上闪现的优秀光辉。而作为本单元自读课的《台
阶》，我将“加强文本细读，品味细节，理解并欣赏人物形
象”作为教学重点，将“深入体会‘台阶’的含义，把握小
说的主题”作为教学难点，引导学生自读、反复诵读，抓住
文本中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体会小说抒情性的语言，加深
对文本意蕴的体悟。教学时要及时关注学生特别发现的关键
语句，精读细读，品析揣摩，以求凸显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
内涵，感受人物心理及其性格中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坚韧不拔
的毅力。

反复琢磨作家李森祥的创作意图，思考《台阶》中的主人公
作为一类农民的意义，作为一类父亲的意义，作为一
般“人”的意义。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解读方
法，引领学生想象画面，品析语句，品味细节，琢磨深意，
不仅让学生理解“父亲”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吃苦耐劳、追逐
梦想的农民形象，也让学生感受到了一个渐渐老去、内心无
比痛苦与无奈的男人形象，还让学生能体会到生命的传承与
交接。这样，学生不仅领悟到小说人物的多面性和立体性，
而且初步掌握了从小说的细节入手，反复品味，多角度赏析
人物形象。语文阅读课堂的语文味，应该是在字词的咀嚼品
析中显现出来的。如在引导学生探究第21段时，“父亲明明
该高兴，却露出尴尬的笑”如何理解“尴尬”？“他仿佛觉



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中的“仿佛”什么意思？“就尽力把
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该
如何理解？其实，语言的矛盾反映的恰是人物真实的心理状
况，这样一个农民形象，骨子里的质朴、谦卑使他永远都不
会、也学不会张扬。

体会“台阶”的多重意蕴时，对学生来说，引导他们关注标
题，抽茧剥笋，逐层揭示“台阶”的含义，对主题形成合理
的理解。“台阶”作为线索、核心意象，承载着父亲在物质
与精神上的双重理想，也象征着人生的使命。“三层青石台
阶”承载着一家人平静和睦的生活；“高高的台阶”是父亲
吃苦耐劳的动力源泉；“九级台阶”是父亲理想的勋章，象
征人生的巅峰；而后来“九级台阶”又让父亲从幸福的云端
回到凡间，我们发现：父亲的物质理想实现了，但精神享受
并未得到满足，反而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有点无所适从。

在引导学生探究第28段时，父亲挑水闪了腰，为什么“我”
想去帮忙，父亲却很粗暴地推开“我”？结尾部分，父亲明
知自己老了，为什么还问“我”怎么了？层层递进，层层深
入，引导学生思考、关注父亲的.命运，生命的奋斗，生命的
衰老，生命的状态。学生解读中，更深入地思考：怎样在提
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生命
的交接中，我们最应当继承什么？又应当为后代创造什么？
这个答案，我想求索一直在。

当然，对于经典的阅读教学，如何从浅层解读中走入深度解读
（精读）？如何从理性分析中回归感性体验（活动）？如何
从通俗教学走向精致教学（追问）？依然是我上下求索为之
努力的方向。在整个教学中，学生朗读深情，表现积极，细
读文本，深入理解，能从文学形象中读出了比形象更深远的
意蕴，而这些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都能去思考，去体悟，
去表达。在学生自读、反复诵读、深入解读中，不仅交给他
们阅读的方法和策略，还应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在看似一望无
知的语文阅读里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去



解读、去理解。

语文的天地是广阔深远的，语文的课堂是充满无穷魅力的，
需要我和学生一起努力，勤于思考，深于钻研，细于品咂，
积极阅读，在文字间，在生活里不断体会、感悟，以一颗热
爱之心，勤勉之心，用心去咀嚼文字，咀嚼生命。不断创造
语文之美，生活之美，人生之美！

让我们在父亲为我们筑起的台阶里，努力走向生命的处！

一下池上评课稿篇五

成功之处：上课开始，课件出示端午节的活动场景，出示各
种粽子图片，带学生走入情境，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
氛。通过看图“品尝”端午粽，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
类及端午粽的由来有了初步的认知。然后直接学习第2自然段，
引导学生弄清本段有几句话，每句话主要写了粽子的哪一方
面的，结合课件，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了粽子的颜色、味道等
特点。

不足之处：过于按部就班了，孩子们在后来环节不能真正动
起来。

改进措施：“品”粽要从“读”粽开始，通过多种形式、方
法的朗读，增强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并提高了阅读的能
力。本课的朗读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读好带“的.”的短语，
另一个是学习读好长句子。教学时，采用了“内容分解法”，
引导学生对长句的内容进行分解，明白了句子所表达的内容，
再运用各种方式练度、巩固。此外，生字的教学也和读结合
起来，以读代讲，在读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读
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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