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 一
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的：区分容易混淆的ie & ei； iu & ui； ei & er，为学生
正确拼读音节识读汉字打好基础。

授课情况：我让学生把书翻到第32页，让他们用手指指着字
母跟我读。读完一遍以后看配套的语文学习光盘：先听范读，
再跟读。部分学生准确读出了，部分学生还是区分不开。我
就让学生多听几遍，多跟读几遍。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部
分的学生走神、开小差，没留心听，读起来声音小，音也没
读准。课堂有点冷场了。这时我想了想，想到了在华阳小学
听示范课时学到的课堂教学用语。于是跟学生说：“拼音宝
宝当中有几对双胞胎，他们都长得很像，比如ie & ei； iu &
ui； ei & er。你们能认出他们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吗？能
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吗？能说出他们哪里不一样吗？”这次
学生都来劲了。一个个紧张地盯着大屏幕看，争着第一个说
出这三对拼音字母的不同之处：ie和ei，iu和ui都是i的位置换一
下……发言踊跃，课堂气氛也热烈起来了。

反思：1、 教师在课堂上教授知识的过程即是以自身整体素
质和能力和学生进行双向互动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完全
真实的，教学的进程必须以此为基准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
而不是单凭自己主观想象或猜测，脱离学生实际的学习、接
受能力将教学过程过度理想化，而影响教学效果。所以备课



不仅要备教学内容，还要备学生：包括学生的心理特点、学
习动机等等。

2、 对于低年级的教学，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得特别注重教
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只有生动活泼有趣的形式才能吸引住低
年段学生，使他们对教学内容产生学习的兴趣。其中教学语
言也是知识呈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生的学习、接受
能力还有限，抽象深奥的概念还不会，对形象化的语言反应
就比较积极灵敏。课堂上应多运用他们能听懂、感兴趣的语
言授课。将学习目标拟人化，个性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
法。这一点从“拼音宝宝”、“双胞胎”对我班学生学习相
似拼音字母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出。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不教，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培养他们自行发现知识点、解决问题比单纯的口
耳相传更重要，也更有趣，更有挑战性。好奇心是最好的老
师，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学生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自身的
积极性，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学生就不是
单纯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学习者。我们也将得到最
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在展示知识点之前不妨先提个问
题，打个问号，让学生带着疑问和好奇开动脑筋，自己观察、
想点子、总结归纳，钻研学习内容，这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会更高，学习效果会更好，从而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学习循环，
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发展。

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上下。

1、知识与技能：能确定物体上、下的位置与顺序，会用上、
下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2、过程与方法：在具体的活动中，让学生体验上、下的位置
与顺序，初步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初步培养学生按一定顺序进行观察的
习惯。

初步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按一定顺序进行观察的习惯是难
点。

自主、合作、探究。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的上面是谁呀？”“你的下面是谁呀？”

二、掌握新知、合作探究

活动一：先出现小鸟和小兔图，把松鼠从情境中去掉，重点
观察小鸟和小兔的上、下位置关系。

（学生小组活动，充分自主地说出小鸟和小兔的位置关系）
说出谁在谁在上面，谁在谁的下面。

言的完整性）

“你的下边是谁？”

“小兔的上面是谁，下面是谁呀？”

“小兔在小鸟的哪面？”

“小鸟在小兔的哪面？”

“小松鼠，你在小兔的哪面？”

“小松鼠，你在小鸟的哪面？”

3、如果森林的医生啄木鸟也落在这棵松树上，该怎样描述这



些小动物的位置呢？（小组讨论、合作交流完成）

活动二：摸鼻子，眼睛游戏

学生用右手食指指住鼻子尖，老师喊让学生自己摸，
喊：“嘴巴！”学生指嘴巴，老师喊“眼睛”学生摸“眼
睛”

，摸完以后同桌说出“眼睛”“鼻子”“嘴巴”三者的关系。
（自由发言）。

活动三：请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说生活中的上、
下位置关系。

活动四：请同学们说一说教室中物品的上下位置关系。

三、巩固练习、扩展思维。

1、说一说65页3题（投影片）

2、请你分房子（第65页的4题）（设影片）（要求把确定的
位置与简单的推理结合起来）

3、第59页的5题：小红住在小英楼上，小英住在小兰楼上，
谁在最上面？谁在最下面？

四、课堂总结：

体验到：一个物体的上下位置不是绝对真理的，而是相对的，
并且还可以变化。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这样上下关系的例
子，数学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
边的数学吧！



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三

1、讲评前一定要做好学生答卷的记录，哪些题目是答得好的，
哪些题目是失分较多的；哪些是因知识性失分，哪些是因技
巧性失分；哪些是普遍现象，哪些是个别现象等等。

2、讲评试卷不能面面俱到，要根据题目的中出现问题的情况，
有主有次分层次进行点评。

3、点评的过程要教会学生解题的思路，并且加强对学生答题
方法的指导，一般来说：第一，指导学生学会读题、审题、
理解题意，正确把握答题方向；第二，指导学生理清答题步
骤，注意答题的条理性和规范性。

新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
数学学习历程，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数学
考试是对学生数学学习阶段结果是否达到预期教学目标的一
种评价方式。在考试之后，往往需要把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学
生，这就需要有试卷讲评课。

进行了第五单元人民币的认识（一年级下册）的考试，改完
试卷后，我把试卷中出现问题最多的题目记录下来，并将学
生出现的错误答案一一进行分析，然后设计了一节讲评课的，
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一、导入。小结本次考试的情况，让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自己
的考试成绩在考试中自己处于怎样的地位。

二、讲评过程。开设“数学门诊部”，让学生充当小医生，
为小“病人”诊断病症，从中找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
例如：我出示“5角+8角=58角”，问“这道题目哪里有问题？
怎么治疗？”把错题进行整合，比如人民币换算的题目，解
决问题的题目等，进行归类讲评。



三、巩固拓展。讲评错题之后，还要针对错的较多的类型，
再出题进行巩固，对于一些较好的学生还可以出一些拓展题
进行练习。

这些都是自己一些初步的思考，通过网上交流，我又学到了
其他老师一些讲评课的“绝招”，比如刘老师的“学生反思
小结”法，黄老师“对差生的单独辅导”法，梁老师进行
的“一题多变”，陈老师的“归类讲评”。今后的讲评课，
相信我一定能从容面对。

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停电，昨天准备好的课件一个也没法用。用上了久违的
黑板，没想到孩子们都学得挺认真的，效果也很好。

看来跟孩子们得时常换换口味，不能天天吃肉，也得吃吃青
菜，这样营养才全面。

教学前先复习声母表，再复习六个单韵母，接着就告诉孩子
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六个单韵母非常爱交朋友，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他们交朋友
后产生的新朋友。出示aieiui.指出这种韵母叫复韵母。让孩
子们自己谈谈对复韵母的理解。

接着教学aieiui的发音方法，孩子们学得很认真。

学习它们的四声的时候，借鉴了大家的方法，特别指出ui是
最懂得谦让的孩子，他们排队，谁在后，声调高标在谁的头
上。

因为看到今天孩子们学得很认真。竟然没有要组织教学，于
是心大了，把ai的拼读出提上来教了。于是学生写的时间就
少了。



上完后心里很后悔，实在不该贪多的。不少孩子没有在课内
完成写字任务，留到了下课，坐在那儿看孩子们写作业，心
里很不是滋味，我占用了他们本来不多的玩的时间！

一年级数学玩具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识字2》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一篇识字课。该课
借鉴传统“三字经”的语言形式，利用传统《三字经》押韵
上口、好读易记的特点，将识字写字教学与爱长辈、爱家庭
的教育融为一体，并赋予爱的教育以新的内涵。

这篇韵文节奏感强，读起来琅琅上口，学生朗读积极性很高，
正确流利地朗读比较容易。文章所蕴涵的爱的教育不容我们
老师忽视。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子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关爱
他人。本课教学我我从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入手，采用多种
形式朗读，师生对读、生生对读，男女生分读等方式，营造
宽松、和谐、愉悦的课堂氛围，让孩子们在朗读中读懂诗文。
孩子们也一遍一遍地读着，乐此不疲。孩子们那么喜欢
读“三字经”，何不让他们自己也来编一编。

于是在让孩子说好怎么样才是有礼貌的孩子后，我让孩子们
把内容编成三字经，有些孩子是这样编的：

小朋友，正年少，尊长辈，懂礼貌，爷爷早，奶奶好，父母
走，说再见。

小朋友，正年少，尊长辈，懂礼貌，老师早，同学好，对不
起，没关系。

在让孩子们说完你会做什么家务事后也让孩子们自编三字经：

家务事，愿承担，洗碗筷，扫庭院，自己事，自己做，洗手
帕，穿鞋子。



家务事，愿承担，洗碗筷，扫庭院，擦桌子，倒垃圾，不叫
苦，不叫累。

我还鼓励他们读读、背背自己编的三字经，使孩子们在快乐
中学到了知识，学懂了道理，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