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字教学反思 一年级生字的教学反思
(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生字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生字的时候，我让学生自学绳子，这一方法是上个学
期一直使用的。学生早以掌握了这套学习方法与学习模式。
于是，我在课堂中提出让学生自学生字，学生已经能很熟练
地进行自学了。在自学的方法中，有让学生说说用什么好办
法记住所学的生字。学生可以通过加加减减笔画以及换部首
等方法来学习记住生字。

在学习生字“冬”的时候，学生提出：孙老师，我有个好办
法记住“冬”，在“天长地久”的“久”字下加两点就
是“冬”了。马上又有学生提出，不对，这样就错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就在黑板上出示了学生所说的“久”字
下面加两点。让学生仔细观察比较。通过比较，学生看清了
两个字的不同处。那个提出来的学生对比后自己纠正
道：“久”字的一捺不出头，而“冬”的上半部分的一捺是
出头的。这样一来，学生不但看清了生字的写法，也避免的
错别字的产生。

通过这个插曲，我发现，孩子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他们
往往能想到我们所想不到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观察力不强，
往往看不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差别。从而会造成孩子容易写错
别字的现象。



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与分别能力。指导学
生形成在学习上的严谨态度。同时，也要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让学生学得更好，更扎实。

生字教学反思篇二

感觉这阶段的学生对生字基本能掌握，每次不等老师讲完书
写要求，早早就在本子上写完，但效果不好，错误多，字乱，
涂改多。于是，本学期把教字重点放在写好、写漂亮上。

比如在教《5古诗两首》时，要写的生字很少，只有四个，便
让学生拿出生字本，和我一起练字，强调写一个就停下来，
对照书本和黑板上我写的一遍，努力做到一个比一个好。

也许是看老师也在黑板上认真练字，学生们写得也像模像样，
期间，我不时地提醒，要像个书法家一样把样子端出来。四
行字10分钟不到，已经写好。收上来一看，效果还不错，错
误几乎没有，字也漂亮。

决定以后这个办法多用，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生字的书写作
业。

生字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的处理我是根据新课标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基点去做的。美的文字，美的情景，就要用美的心情去对
待，当学生的心情与美的文字形成共鸣的时候，学生的朗读
还用指导吗？那种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不是老师范读引出来
的，也不是老师强调读出感情逼出来的。

而是文本、孩子、情感融为一体时的情不自禁地宣泄。这种
朗读的意境是我这些年来一直追求探索的。在这个片断的教
学中，我收获到了成功。这样的阅读孩子们能不喜欢吗？时
间长了，孩子们自然会爱上阅读。



生字教学反思篇四

低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识字写字教学。二年级的识字量大，每
篇课本有15个左右的会认字，9个左右的会写字。在这种任务
量大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和课堂
组织就尤为重要。

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结合最近的课堂反思
如下：

1、识字教学要有趣、有方法。

日常课堂中很少和学生提识字方法，总是预习+各种形式读一
读就过去了。这种教学缺少方法，虽说识字需要反复阅读认
识，但也不能全是死记硬背。之后的课堂中要分出一些时间
来给学生交流识字方法，并且要环节再多样、有趣一些，尽
力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

2、写字教学要先观察，后示范。

之前的课堂中为了省时间，没有给孩子们留观察的时间就直
接范写，指导过后就让学生动笔，现在想想真是本末倒置。
学生观察不出来，我一个人再费劲地说也是事倍功半。以后
的生字教学中顺序不能搞反，要先让生自己观察、学习。

3、写字教学要分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之前的教学中我采用了第一课时讲课文，第二课时写生字的
方法，并且生字是按课本顺序一个一个说，学生一个一个写。
生字教学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这和我错误的教学方法是脱不
了关系的。生字教学要巧妙，如果有形近的生字要放在一起
比较着学、比较着写，不仅节省了时间，也更为有效。

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但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



第一步。再接再厉吧。

生字教学反思篇五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低年级的新课程改革也正以此思
想推行。死记硬背的识字方式已悄悄退出教学舞台。新课程
改革提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并掌握识字的规律，从而
提高自身学习生字的能力。

在一篇课文的教学中，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一讲到
课文内容，就会滔滔不绝地把课文内容讲完，并且不知不觉
地已经和学生分析了课文的中心。似乎一篇课文已经上完了，
但仔细一想，会发现自己竟然忘了生字教学，一个生字都没
学呢。这时，为了过过场，就牵强地把课文中的生字孤立地
拿出来，让学生反复地认读，自己读、同桌读、开小火车读、
男女生对读、全班齐读……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读生字。
这儿的生字教学有它的价值吗？对于学优生来说，课文都能
顺利地学下来了，生字已经没有学习的必要了；而对于学困
生来说，这种机械、呆板的教学方式，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学
习需要的。长此以往，学困生和学优生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更有这样的情形：在分析、理解课文内容之前，老师先把所
有课文中即将要出现的生字拿出来进行教学，然后再学习课
文内容。“集中识字”，虽然省时，易于操作，但是学生识
记的效果不好，容易忘记。

“集中识字”的方法，一直以来，被老师们所推崇，频频使
用于课堂教学之中。但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集中识字”的
方法必须适时而用。假若，一课中的生字相互之间有联系，
有规律可寻，那运用“集中识字”，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如果生字没有什么规律，那我们就要慎用“集中识字”
的方法。

教学案例及点评：



如何在学习课文的同时，有机地教学生字呢？（即“分散识
字”）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我在设计人教版二上年级第17课
《酸的`和甜的》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时，努力地尝试着。在
我的课堂中，有这样几个识字教学片段：

片段一：

师：多可爱的小动物啊，你记住它们的名字了吗？好，我们
一起来读一读。

生齐读：狐狸、小松鼠、小兔子、小猴子

师：在这些小动物的名字中有三个带有相同偏旁的，你们找
到了吗？

生：有“狐”、“狸”、“猴”。

生1：我还知道“猪”、“猫”、“狗”……

师：是的，它们都是野兽。

生2：我知道猎人的“猎”也带有反犬旁。

师：对，猎人是以捕猎野兽为生的人，所以也带有反犬旁。
带有反犬旁的字还有很多，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在课外继续
找一找，然后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点评：在认读小动物名字的时候，利用形声字的规律，引导
孩子进行归类识字。并了解到野兽的名字中带有反犬旁。同
时，教师应势利导，将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迁移到了课后，
有利于学生识字能力的进一步养成。

片段二：

师：故事讲了小动物之间的一件什么事啊？它们在谈论什么



呢？

生：小动物在谈论葡萄是酸的还是甜的。

师：这就是“葡萄”，出示词语：葡萄。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生1：它们都有草字头。

生2：它们都有撇和横折钩。

师：是呀！这两个字只是里面部分不同，就像是一颗颗的葡
萄。记住了吗？读一读。

生1：像羊肉串。

生2：像冰糖葫芦。

……

师：恩，你们很会观察。被你们一说，还真像！这样我们很
快就把这个字记住了。读一读。

师：这种用事物的样子来记生字的方法真不错。

点评：“葡萄”和“串”的学习很自然地融入了课文的学习
之中。并非牵强地套用，而是顺应了学生学习的需要。教师
还抓住了生字的特点，以特点入手来突破难点。“葡萄”是
形声字，而且考虑到这两个字不能分开使用，因此，没有把
它们分开进行教学，而是整体认读、识记。学生以观察它们
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生字有了大致的轮廓和印象。“串”
是象形字，教师引导学生从像什么的角度去识记，自然而然
地就和一串串的事物的样子联系了起来。学生在学习中感受
到了象形字的特点，初步学会象形字的识记方法。



这些识字方法的习得，是教师教学的最终目的。只要我们教
师善于思考，乐于钻研教材，就一定能根据生字的特点，在
课文教学的过程中找到识字教学的立足点，准确把握学习生
字的时机。让生字教学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成为学生乐于学，
老师乐于教的内容。

抓住生字的特点，把握学习生字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