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 我多
想去看看一年级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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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课堂上，千万别让你的“告诉”扼杀了属于孩子
的一切!让他们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尽情地展示自己
吧!在我的课堂上，有许许多多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资料都是学
生自己通过课外书、网络、家长等多种途径搜集来的。他们
往往期待着能将自己的成果展现给大家，这样，无论是在课
内还是课外，他们都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极大的丰富了知
识的储备量。如教学《我多想去看看》，这是一首儿童诗，
表达了山里的儿童向往首都北京的情感。课前，我布置孩子
们查找有关北京的资料，课上，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
对北京的了解和向往，还有的带来了在北京旅游时拍摄的照
片，演唱了有关北京的歌曲，朗诵了儿歌。

〖在识字教学中丰富情感〗

语文课堂中任何活动都应该伴随情感，情感始终是语文教学
的`重要目标。《我多想去看看》饱满了作者对北京首都的深
情热爱。学生读时，眼里流露的是向往，心中浸润的是激情，
语言中包含的是热切。我时时不忘在识字过程中进行情感熏
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字、词在学生的有机体中汹
涌奔流时，他才会成为学生心灵深处抹不去的记忆。很多学
生都说：“老师，我读了课文以后很想去北京看看。”“老
师，我很感动。”“读到最后一句，我都想哭了。”



《我多想去看看》这一课，学生对于课文其实是似懂非懂的，
因此我在教学完这课后，组织学生唱一唱歌。学生就唱起了
音乐课所教的《国旗，国旗，真美丽》。我还让学生学唱
《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曲，在深情并茂地演唱中，每个学
生情绪高昂，激起了向往北京的强烈愿望。爱北京，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油然而生。

〖激发情感，以情促思〗

人的情感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中产生的，借助图像烘托，音乐
渲染等手段促使学生进入教材所描写的特写情境中，便能使
学生的情感自然而然地与作者的情感交融在一起，入境生情，
学生对事物的感受和情感体验越深刻，对事物的感知理解便
越深入，思考分析也越透彻。

如教学《我多想去看看》这篇文章，我先出示课件：“一位
妈妈拿着一幅图画在向儿子介绍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壮观
景象。(配音乐)”于是便会有很多小朋友们都迫切地想去看
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成功地激发学生的情感，引起学生求知
的欲望。于是，再次运用教学媒体展示课件：“一幅庄严的
升旗图，天安门上，五星红旗随着国歌的奏响冉冉升起，广
场上站立着来自各阶层的人，气势雄伟，体现出了升旗时的
壮观。”此时此刻，小朋友们身临其景，情绪高涨：“那有
些什么人观看?国旗在天安门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我多想
去看看呀?”四面八方的问题一涌而上，学生思考的问题越多，
对课文理解就越深，教学目的就越易达到。

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篇二

句3: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学生在比较读中体会出了感叹句与陈述句的区别，体会到了
反复手法所蕴含的强烈情感，并体会到文中“我”的感受，
读出了真情实感。



不足之处：

一、课堂教学趣味不够。

一年级学生年龄小，自控力较差，面对枯燥的学习，容易疲
倦，因此老师的充分调动就尤为重要，备课时不仅要备课，
还要备学生，要控制时间，避免学生疲劳，应突出趣味性教
学，比如说，在识记生字时，就应该采取游戏等形式互动，
在读文及重点句子时，运用其他方法读，重点放在朗读指导
上。

二、拓展说话目标没有达到。

教学时，我还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说话训练，我让学生仿照
课文写法，以填空的形式完成说话训练：“・告诉我，沿着,
就会走出郑州。,.我对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
看！”降低了说话难度，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学生知识面较
窄，只有少数学生能完成，其实可以设计你还了解北京的什
么？课件出示收集的北京风景图片及有关的资料，介绍北京
美丽的风光。或你去过哪些城市旅游过，给同学介绍一下当
地的风光。通过补充材料，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北京和中国其
他城市，弥补学生知识面窄的缺陷，使学生能够完成说话训
练，更能使学生的情感得以延续。

总的来说，课堂是艺术，需要我们不断改进加以完善。

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教学我以情贯穿全文，以情为导线，引领学生一步一步
的感受到小男孩迫切想去北京的心情。具体做法是：

一， 通过多媒体的展现，激发学生的情感。

由于孩子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是陌生的，因此，我利用了多



媒体的优势，在学生面前展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场面，让
孩子置身其中，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起他们热
爱祖国的情感。但是，我选这个升国旗录象不太壮观，因此
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 通过多种形式的品读，领悟文中的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每个孩子的生活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
以每个孩子的语言表达，情感体验多有不同。 初读时，我让
他们学习自己解决字词，然后再重点交流。为了激发学生的
读书欲望，我一次次出示北京名胜古迹的图片，使孩子们的
激情再次达到升华。

三， 通过拓展延伸，延续学生的情感。

如果说这节课只停留在让学生读完课文就结束的话，学生的
情感就不会深入。在即将结束时，我让学生欢唱《我爱北京
天安门》再次激发了学生的热爱北京首都，热爱国旗的思想
感情，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升华。

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教学我以情贯穿全文，以情为导线，引领学生一步一步
的感受到小男孩迫切想去北京的心情。具体做法是：

一，通过多媒体的展现，激发学生的情感。

由于孩子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是陌生的，因此，我利用了多
媒体的优势，在学生面前展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场面，让
孩子置身其中，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起他们热
爱祖国的情感。但是，我选这个升国旗录象不太壮观，因此
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通过多种形式的品读，领悟文中的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每个孩子的生活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
以每个孩子的语言表达，情感体验多有不同。初读时，我让
他们学习自己解决字词，然后再重点交流。为了激发学生的
读书欲望，我一次次出示北京名胜古迹的图片，使孩子们的
激情再次达到升华。

三，通过拓展延伸，延续学生的情感。

如果说这节课只停留在让学生读完课文就结束的话，学生的
情感就不会深入。在即将结束时，我让学生欢唱《我爱北京
天安门》再次激发了学生的热爱北京首都，热爱国旗的思想
感情，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升华。

一年级我多想去看看教学反思篇五

《我多想去看看》是新课标实验教科书第一册中的一篇课文。
本课是一首诗歌，用第一人称，以山村一个小孩子的口吻，
通过“我”和妈妈的对话，讲自己非常想到遥远的北京城，
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感情真挚，语言朴实。我多想
去看看，是啊，多想去看看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地方，多想
去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这一课的编排也满足了孩子对未知
世界的想知道，想探求的心理，让学生体会到说自己想说的
话，读自己想读的文章。因此，教学中，我从自主合作探究
的理念出发，让孩子读懂课文。

一、初读课文，自主学习。

识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习的重点。《语文课程标准》中强
调低年级要注意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愿望，旨在培养学生识
字的兴趣，让学生愿识字，喜欢识字，逐步形成识字的动力。
根据这种教理念，我是这样引导学生：在文中读字音，圈出



自己不认识的字和难记的字，启发学生自己想办法记字形，
如：“足”和“走”，就可以用已学的“口”和“土”来进
行识记;最后落实写入田字格。一步一步的实际，由易到难，
由浅入深，始终以培养学生兴趣为前提，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宗旨。

二、研读课文，合作探究。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
课程的基本特点。“根据这一理念，我让孩子读课文后，自
主提出问题，通过引导，有些学生能较好的提出问题。例如，
他们想去哪里看?看什么?这样从学生问题出发，避免了课堂
烦琐的分析，让学生感到枯燥，而注意力分散。这样从学生
的问题出发吸引了学生，也可以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再采用合作研读“我”是谁?他想去看什么?突破难点，理
解”壮观“及”心愿“一词，然后，探究为什么要去看看?练习
“我会读”中的句子，最后，“我”会怎么说?练习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

三、背诵课文，进行实践

由于本课的特点，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别容易激发学生的说的
愿望，所以，在教学中安排了说话练习。让学生模仿课文中
的句式进行练习，学生说得不错，有的孩子说，他要去天上
看看那里的月亮，有的说也要去北京看看，有的说要去太
空……很好的发挥了他们的想象。这样的训练也是帮助学生
逐渐从口语表达向书面语转化的一个好途径，这种模仿说使
他们很快掌握、了解一些意思该如何表达。

语文教学提倡“做、说、写”相结合，这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的理念。语文教学中，人文性是第一位的，应立足与生活，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