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的心得体会(模
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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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奶酪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只有自己走进文本，被文本感染感动，才
能够感动学生，带动学生。课堂上，我要求孩子们把自己想
象成一只面对美味诱人的奶酪的小蚂蚁，随着文字走进蚂蚁
们的内心世界，感悟体验蚂蚁群的自律，毅力，体验作为队
长的蚂蚁的严于律己，爱护幼小的品质，从而受到教育。

其次，我利用孩子们特别喜欢上体育课的心理，让大部分孩
子都真实的体验了一把“蚂蚁队长”，让他们随着课文中的
角色对话自己对全班发号施令，“稍息立正，向后转！”这
一环节激发了全班的朗读热情，并在这一读演结合的过程中
强化了孩子们对于多音字的识记与运用。

最后，在我抛出主问题“你喜欢蚂蚁队长吗？为什么？”时，
让我特别意外的是贺哲聪喜欢的理由竟是蚂蚁队长“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看着小姑娘稚嫩的小脸一本正经地吐出这
八个字，我又相机在班里进行了一次红色教育，要求学生们
在生活实践中践行这些优秀品质。我想，这才应该是我们语
文课堂作为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一块奶酪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狐狸分奶酪》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狐狸为两只小熊分
奶酪，结果把奶酪吃得一点儿也不剩的故事。课后我认真反



思本课的教学，我认为：

1、问题引领课文学习

讲授课文时，我以“狐狸给两只小熊分了几次奶酪？”“每
一次分奶酪的结果是什么？”导入课文的研读，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读，把握主体内容。在第二课时中我通过不断地发问
引导学生寻找答案，在学生们畅所欲言后，文章的哲理也就
水到渠成地被找到了。最后引导学生拓展想象：如果让你来
为两只小熊分奶酪，你会怎么分呢？这样既增强了学习趣味
性，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本文的寓意。

2、以读带讲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
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
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
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

1、语言文字训练不足

在朗读和说话的训练中，没有通过充分讨论，落实对重点词
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时间分配不均，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生字和书写
练习时间不够达标。

今后在备课时要备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并在上课的时候，随
时看时间，紧凑的掌握上课的节奏。同时要能够把课备得更
精练一些，对学生的放手更有操控一些。

一块奶酪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本课教学时，我的导入设置为学生抢答带反犬旁的动物名称，



从而引出“狐狸”这一动物，再欣赏狐狸的图片，让学生更
有直观感受，这样用游戏方式就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接着，
我指导学生通过初读，了解文中讲了狐狸是怎样分奶酪的？
初读课文时提出要求，学生根据提示要求，自学生字新词，
采用开火车、摘果子等方式读准生字新词读音，扫除语言障
碍。在扫除字词障碍后，再通过填空叙述课文主要内容，感
受狐狸的形象，总结出狐狸狡猾的本性。《狐狸分奶酪》是
篇声情并茂的文章，我重点用分角色朗读的形式来帮助学生
理解课文内容。学生朗读课文时注意把狐狸的狡猾，小熊的
憨直，表现出来，从而达到更好地感受本课的旨。

用不同的线条画出狐狸的所做所说。通过研读狐狸的言行举
止，看出狐狸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情境表演是儿童最受欢迎的表现形式。《狐狸分奶酪》是篇
声情并茂的文章，用表演的形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化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教学课文的时，我请三位学生分
别戴上了狐狸、两只小熊的头饰表演，一位学生朗读课文，
其余的学生当导演。学生把狐狸的狡猾，小熊的憨直，表现
出来。这也就反映出学生已经把课文内容读懂了。

“读”是对信息的输入，而“说”应该是对信息输出。教学
过程中，我始终把读与说结合起来并加强训练。

说一说：狐狸的做法对吗？狐狸是个怎样的动物？如果你是
小熊你该怎么做？

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敏捷，学生的回答加深了对故事的理解。

当然我的课程设置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如字词认读方面
和情境朗读方面，还可以设置更多形式。写字指导方面，也
有很多欠缺，以后要在这些方面改进。



一块奶酪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设计本课时，由于是第一课时，重点抓了识字写字，在讲课
的后半部分，让孩子从整体上感知狐狸分奶酪的方法，并设
计了个别重点语句的朗读。在朗读的同时让孩子们随文理解
生字字义，达到巩固识字的效果。整节课结束后，基本上完
成了教学设计中想要完成的教学目标，但是关于让学生分角
色进行朗读的时候所用时间太少，没有达到很好的朗读指导
的效果。在授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主要的问题，现反思
如下：

一、写字教学过程完整，但是指导不足，孩子们当堂写字反
馈的提高有限

在写字教学中，我设计了观察字形，交流重点，反写书空，
练写实践，展示评议，再写提高几个环节，在实施教学时，
所有的环节都做到了，但是在后面展示评议后，由于评议不
够到位，孩子们再写提高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环节流于形式，不够有效。

二、识字环节启发方式过于单一，孩子课堂回答，现场反应
不够热烈

在识字环节中，我设计让孩子们找到比较难记忆的生字，交
流识字方法。在孩子们将识字方法全都拘泥于“加一加”这
一种方式的时候，没有合适的语言帮助孩子们打开识字的思
路，最后只能是老师自己总结了一些识字方法告诉孩子，启
发的方式不够多样。

在面对本课的多音字“便”时，孩子们一时想不起这个字的
另一个读音，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味的提问有没有孩子知道，
是没有效果的，最后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才启发了孩子
们想起了另一个读音，在此处场面略显尴尬。



三、识字环节稍显拖沓，导致课文分析时间不足

在识字写字的教学环节，环节设计比较多，导致用时比较多，
在教学和生成的阶段，对于孩子们反应不积极的预设不够充
分，没有合理的解决预案，导致前松后紧，整堂课在课文分
析和朗读上的时间不足，是本课最大的遗憾。

四、向学生教授课后练习题

五、在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硬伤，就是没有充分的调动学生上
课的课堂气氛

没有使学生活跃起来，参与到课堂的学习，所以在有些环节
上面，出现了老师提问学生没有回答出来的尴尬情况。也没
有关注到个别爱搞小动作的学生。

总之，纵观整堂课，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时间掌控上，我还需
要继续努力。我也将继续努力，在反思中不断进步。

一块奶酪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狐狸分奶酪》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狐狸为两只小熊分
奶酪，结果把奶酪吃得一点儿也不剩的故事。课后我认真反
思本课的教学，我认为：

1、问题引领课文学习。

讲授课文时，我以“狐狸给两只小熊分了几次奶酪？”“每
一次分奶酪的结果是什么？”导入课文的研读，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读，把握主体内容。在第二课时中我通过不断地发问
引导学生寻找答案，在学生们畅所欲言后，文章的哲理也就
水到渠成地被找到了。最后引导学生拓展想象：如果让你来
为两只小熊分奶酪，你会怎么分呢？这样既增强了学习趣味
性，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本文的寓意。



2、以读带讲。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
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
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
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

1、语言文字训练不足。

在朗读和说话的训练中，没有通过充分讨论，落实对重点词
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时间分配不均，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生字和书写
练习时间不够达标。

今后在备课时要备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并在上课的时候，随
时看时间，紧凑的掌握上课的节奏。同时要能够把课备得更
精练一些，对学生的放手更有操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