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求职信市场营销专业(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一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篇传统革命题材文章，它离现在的学
生生活久远，学生对毛主席是何人都不太了解，在以前的教
学中，大多数孩子只能说出“毛主席是个好人”，其他一无
所知，所以整节课孩子一点兴趣都没，就在死读书，一节课
下来效果极差。所以在这次的教学中，我想如果让孩子亲眼
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有所感触呢？于是试着找了
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我先给学生们展现了那个艰苦的年
代，让他们通过观看去设身处地地体会当时的场景。

课的开始我就直接用简单的话语带着孩子们一起跟随着视频、
图片回到了几十年前：艰苦的生活，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
的人们……我最后把画面定格在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
来回走上好远的路，担回水。画面是神奇的，孩子们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一开始嬉笑的表情没有了，交头接耳的小动作
也没有了，脸上的表情也变了。趁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
画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文中那句
话说了我们画面中的场景啊？”孩子们很快找到了“村子里
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有了直观的感受，让
孩子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就容易多了。
孩子们也有话可说了。

随着对课文的理解，我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跟随毛主席挖井
的小战士，把教室又变成了另外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景：“小战士，你拿的是什么工具？”“咦？小战士，你的



手怎么这么脏？”“小战士，瞧你，满头大汗，休息一下
吧？”“哎呀，小战士，你的肩膀上都起水泡了，快停下来
吧？”我边和孩子们对话，边和孩子们一起做动作，孩子们
在这个情境创设中很快就体会到了当时挖井的不容易。

最后由文本联系生活，引导学生体会现在生活的幸福，谈
谈“我们在享受他人方便的时候，又应该不忘哪些人”，如：
“穿衣不忘织布人”、“吃饭不忘种田人”、“住房不忘建
房人”等等，让孩子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他人的深深
爱意，学会感恩，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感悟、体验的过程，一个
生活的过程，语文教学就是一个将语文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语
文生活情境中，激活学生本原的语感和语用，在感性的实践
过程中发展和形成语文素养。在此方面，对课文的延伸方面
还不够到位，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注意这方面的教学。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二

有幸展示了一节语文课，得到了教研室张自福主任以及校领
导，同事的中肯建议。张主任指出，应从五个方面看一节语
文课，即看目标、看教法、看学的效果、看“味道”、看课
堂文化。下面我就从这五个方面去反思自己执教的《吃水不
忘挖井人》这堂课。

我把教学目标设定为三个，一是会认13个生字和2个新的偏旁，
二是会写两个生字，三是初步朗读课文，积累生字组成的词
语。目标相对明确。但是仅仅设定目标明确还不够，还要在
目标中定位重难点，以及评价学生对目标实践的效果。

在认字环节，采取自由拼读、男女生赛读、同桌互学互读的
形式。方法多样但是因少了激励评价，学生兴致不高，略显
枯燥。拼音与汉字的布局上应该上下有序，突出汉字的主体
地位，拼音只是认字的辅助工具，课件制作还应再精细化。



实际的教学预设没有在课件中呈现出来，带拼音读生字后再
去拼音读才好，不去拼音，只是口头约定不看拼音，教师无
法了解学生认读的真实性。读生字环节结束后出示了词语，
意图是用熟字组成新词来巩固识字，但是忽略了学生对词语
认读的水平，坡度大，环节生硬。每一个教学环节应当是层
层递进的关系，使学生的学习过程由易到难，有趣味性识记
的同时还要考虑学生对难易程度的接受性。

在教学过程中，应合理分配教学资源，去繁从简，难易程度
更要贴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比如在学习新的偏旁广字旁和心
字底时，过于形式化，拓展的字多且难，心字底的学习也浮
于表层，没有引领学生深入思考，使学生在意义上对偏旁有
新的理解和认识。在教育机智方面没有警觉地意识到学生对
病字边与广字旁的混淆。识字方法的交流应在前面更好，我
自身偏好“想象法”的识字方法在学生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生运用想象法编故事，识记了“面”字，形象生动
又有趣，学生与老师的想法相撞，更激发了学生识字兴趣。
但是忽略了启发学生对其他生字的识记与点拨，教师认为的
简单其实学生未必简单，成人理解的难，学生未必记不住，
比如“吃”和“叫”字，学生很容易记住，“想”和“乡”
字对学生来说反而不好识记，不能取代孩子的理解，剥夺了
学生表达与展示的机会。在环节上，倘若先交流识字方法，
而后再出示词语巩固识字，效果或许更好。

最后谈一谈针对本课的朗读。朗读是这一课的重要目标。在
反复的朗读中读出思维的味道、积累的味道。在朗读的过程
中拓展语言文字的训练。看似抓的主要问题其实没有实质性
的意义，张主任指出，谁是挖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学生
在朗读中对伟人的故事留有印记。程主任也指出，把课文读
正确，读通顺。一年级的读书还是要提高趣味性，有了趣味
孩子们才有读书的热情，有了热情才有效果。在调动学生情
趣方面显然不足，缺少竞争和鼓励的指名读、男女生赛读等，
不足以点燃学生的读书热情，此时可以采取一些手段、一些
游戏式的读书竞争机制，去推动学生的读书热情，定能读的



通顺，读出滋味！

语文的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心灵碰撞。创新是好的，必要的，
但是一节扎扎实实的语文课也必然离不开“循规蹈矩”“按
部就班”的.环节。这节课的展示，尤其是展示后张主任、程
老师给予的点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指明方向。在以后的
教学中，要坚定的夯实环节，理清思路，更要备得充分，丝
丝入扣。在清晰可用的框架之内，尽最大努力，让教法与学
法打磨出一道耀眼灿烂的光电，教师教，教得实实在在、灵
活有趣；学生学，学得扎扎实实，意犹未尽。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三

昨天就《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课进行了授课，备课时发现这
一课不好备，而且是第一课时，要想出彩，真的是要下功夫。
拿着课本，带着教参，对着课件，我在家苦恼了两个夜晚，
还是理不顺这篇课文的思路，周四匆匆忙忙上了这一课，感
觉存在的问题很多！

1、导入的时间太长，大约用了十分钟，一节课也就四十分钟，
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从井导入，用图片，引出井，认识象
形文字，导出课题，绕了一圈，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简单点，
直接导入就行。

2、识字环节，重在于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但老
师牵的太多，学生的思维未被激活，这一环节的课堂氛围有
些沉闷。

3、朗读指导还不够，这一节课的朗读目标是：正确、流利地
朗读读文，但学生读书的面还不够，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
达到目标？怎么样读，是流利地朗读？方法是什么？老师要
和学生一起在读中发现，重在让学生归纳总结。这节课，朗
读环节，匆忙而过，仿佛蜻蜓点水，不深入。



4、写字环节，观察的方法是什么？看结构、比宽窄，比高低，
找占位，这样的方法并没有交给孩子，所以只有部分学生观
察很仔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认真观察了，写字教学枯燥，
时间不够，孩子们注意力不够集中。

改进措施：

1、深入了解教材，把握教材的重难点，看看每一单元的训练
重点是什么，让课文的课时备课与单元备课紧密结合，同时
要多看名家课例，举一反三，要会学习，还要多学习。

2、备课要备详案，尤其是重难点知识的讲解，如这一课的识
字环节，识字方法有哪些，学生会提到哪些？哪些学生不知
道，也需要掌握，执教老师自己要知道，课堂预设要精、准、
细，在备课上一定要下足功夫。

3、要了解学生的知识缺口，知道学生哪方面是薄弱点，课堂
的训练重点是什么，要把握住，不能偏离，若是学生扯得太
远，要及时地学生拉回来。

4、课堂流程要完整，时间要把握准，板书设计要体现这节课
的重点，各个环节的知识点之间要能通过板书串连起来。

5、要学会用儿童的语言鼓励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真正让课堂动起来，让学生有所收获。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四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苏教版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
篇“红色革命”故事。主角——毛主席！说心里话，我是不
怎么喜欢这篇课文的——语言平淡，记叙的内容远离我们生
活实际，要一年级的孩子读懂这篇课文，似乎不容易。类似
的还有《要好好学字》、《菩萨兵》、《朱德的扁担》等，
教这些课文，我常常感到困惑——学生对这些领袖人物，大



多只是听过名字，了解的并不多，最重要的是，这些让我们
的爷爷奶奶辈人听起来如雷贯耳的领袖人物的名字，对我们
的孩子来说，是那么的陌生。陌生就会产生距离，确实，学
生对此感兴趣的也不多。这也为我的教学带了一定的难度。
如何让孩子能更好地理解课文，了解当时的背景呢？我灵机
一动，从介绍毛泽东这个为人入手，我大肆地宣扬了毛主席
的丰功伟绩，学生一下字对主席产生了一种敬仰的心情，继
而我转入话题，这篇文章也讲毛主席故事的。学生马上兴致
高涨，很快就进入了学习状态。下面是我对《吃水不忘挖井
人》的教学反思：

这篇课文该怎么上呢？我想了很久，就从这句话入手
吧。“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这句话
写出了乡亲们吃水的困难。在《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教学过
程中，为什么沙洲坝的人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呢？这个
问题不是这节课的重点，我想我要让孩子体会当时乡亲们理
解这口井的重要性，才能体会毛主席对人们的热爱。所以我
用了多媒体，展现当时人们挑水吃的困难场景。

主席来了，他看到了，就决心为老百姓做事情，他带领战士
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这时，我再让学生想像乡亲们喝着这
井里打上来的水，是怎样一幅欢乐的场面啊！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多么熟悉，多么亲
切的话语！主席给乡亲们挖井，乡亲们在井边立碑，表达他
们对主席的思念之情。此谓“饮水思源”！如何很好地理解
这句话呢？我想还是利用一下书上的插图，如果你是老爷爷
身边的那个孩子，站在井边，听老爷爷讲这“石碑”的故事，
你想说些什么？这样，让学生更好地走进文本，理解文本，
体验情感。

通过老师创设的这些情景，学生很快就能理解文章，达到了
本课的教学目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五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文章是篇传统革命题材，它离现在
的学生生活久远，学生对毛主席是何人都不太了解，在以前
的教学中，大多数孩子只能说出“毛主席是个好人”，其他
一无所知，所以整节课孩子一点兴趣都没，就在死读书，一
节课下来效果极差。所以在这次的教学中，我想如果让孩子
亲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有所感触呢?于是试着找
了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我先给学生们展现了那个艰苦的
年代，让他们通过观看去设身处地地体会当时的场景。

课的开始我就直接用简单的话语带着孩子们一起跟随着视频、
图片回到了几十年前：艰苦的生活，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
的人们……我最后把画面定格在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
来回走上好远的路，担回水。画面是神奇的，孩子们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一开始嬉笑的表情没有了，交头接耳的小动作
也没有了，脸上的表情也变了。趁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
画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文中那句
话说了我们画面中的场景啊?”孩子们很快找到了“村子里没
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有了直观的感受，让孩
子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就容易多了。孩
子们也有话可说了。

随着对课文的理解，我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跟随毛主席挖井
的小战士，把教室又变成了另外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景：“小战士，你拿的是什么工具?”“咦?小战士，你的手
怎么这么脏?”“小战士，瞧你，满头大汗，休息一下
吧?”“哎呀，小战士，你的肩膀上都起水泡了，快停下来
吧?”我边和孩子们对话，边和孩子们一起做动作，孩子们在
这个情境创设中很快就体会到了当时挖井的不容易。

最后由文本联系生活，引导学生体会现在生活的幸福，谈
谈“我们在享受他人方便的时候，又应该不忘哪些人”，如：
“穿衣不忘织布人”、“吃饭不忘种田人”、“住房不忘建



房人”等等，让孩子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他人的深深
爱意，学会感恩，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感悟、体验的过程，一个
生活的过程，语文教学就是一个将语文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语
文生活情境中，激活学生本原的语感和语用，在感性的实践
过程中发展和形成语文素养。在此方面，对课文的延伸方面
还不够到位，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注意这方面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