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 三下语文教
学反思(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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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一

我们村子前面的小山包，远远看去真像一个绿色的大绒团。
山包上，树很密，草很深，花很多。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
弯弯曲曲地穿过小山包的密林。石板小路的尽头，有一眼清
泉，叫“珍珠泉”。

最有趣的，当然是那晶亮的、饱满的、一嘟噜一嘟噜从潭底
冒出来的水泡了！开始，水泡很小，摇晃着越升越高，越来
越大，最后在水面绽开了，在“扑哧”一笑中消失了！有时
候，透过密密的树叶，太阳筛下一束束金光，照在水面上，
照在正升起的水泡上，一直照到潭底青褐色的石头上。水面
和潭底，金色的`光斑和银色的光斑交错着；水泡闪亮闪亮的，
射出红的光，黄的光，绿的光，紫的光……多像一串一串彩
色的珍珠啊！

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不用说我是多么喜欢珍珠泉了。我很想知道，它哪来这么多
冒不完的水泡？在小河断流的时候，在村里的井水干涸的时
候，它还是不停地冒着水泡。难道是有许乡快乐的孩子，躲
在什么地方吹泡泡玩儿吗？他们一定玩得很高兴吧？每次，
挑着阿爸给我做的小桶，来到珍珠泉边，我都这么想。

挑着满满一担水，走在林中的石板路上，我泼洒了多少珍珠



啊！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二

身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们需要很强的课堂教学能力，
我们可以把教学过程中的感悟记录在教学反思中，怎样写教
学反思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人教版三下
《检阅》教学反思，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检阅》一课讲述波兰一所学校的儿童队员，在国庆节来临
之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国庆游行检阅时，让拄拐
的博莱克走在第一排。游行时他们的检阅队伍获得了大家一
致的喝彩。

在教学中我紧紧围绕为什么观众说“这个小伙子真棒”，又说
“这些小伙子真棒”来展开教学，让学生通过、大胆想象来
体会儿童队员的心理，从而感受人物的高尚品质。

在让学生体会“这个小伙子”和“这些小伙子”分别棒在哪
里时，我主要让学生通过抓住重点词语大胆想象、感情朗读
来体会人物心理，从而感悟到人物的高尚品质。在教学
到“为什么说这个小伙子真棒”时，就让学生读12自然段，
说说博莱克棒在哪里?有的同学说：“他虽然拄着拐杖，可还
是走得非常认真，和全队保持一致，很勇敢。”另外为了让
学生更好的体会博莱克的坚强与勇敢，我还创设了这样一个
问题情境：“博莱克是个平时走路都要拄拐的残疾儿童。为
了能和队员保持一致，为了使他们的队伍整齐漂亮，他肯定
付出了不少努力。想象一下，他是怎样练习的。”学生的思
路一下子开阔了：“博莱克好几次都走不好，但他还是坚持
练习”;“他摔倒了，但还是坚强地爬起来”;“他比其他的
儿童队员练得更刻苦，更认真”。通过这样的理解让学生更
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博莱克的坚强与自信，体会到他真的很棒。



在理解“这些小伙子”棒在哪里时，主要通过让学生感受儿
童队员们讨论时矛盾的心理。我就让学生研读儿童队员讨论
的部分，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为难呢?从哪里感受到做这
个决定不容易?学生在反馈时，我主要抓住了“怎么谁都不愿
意第一个开口呢?”在这里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儿童队员的矛盾
心理“让博莱克去，就有可能丢儿童队员的脸;不让他去又会
伤孩子的自尊心。到底该如何是好?”学生体会的不错。

“先学后教”这种教学模式它符合“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能面向全体学生，
培优补差，并且很好的把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方式落到了实处。

因此，整堂课的教学我都是采用“先学后教”的模式进行的。
如在课文的开始部分，我设计了这样的自学提示：自由朗读
课文，要求：(1)借助拼音把课文读通顺。(2)标出自然段的
序号。(3)再读课文，想一想文中的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时间：3-4分钟)文中的主要环节，重点部分我设计了这
样的.自学提示：

1、自由朗读第10至12自然段，用波浪线画出描写检阅隆重的
语句。

2、把博莱克的表现用“—”画出，体会他的心情，加上批注。

3、自由朗读第2至9自然段，用“—”画出能说明他们很为难
的词、句。

4、小组交流讨论，儿童队员为什么会为难。

由于此次是初次采用“先学后教”的模式进行的教学。教学
中也有不足、疏忽的环节。如让学生小组讨论时，学生小组
讨论的兴趣不是很浓，对这种学习方式还是运用的较少，有
的学生觉得很陌生。在以后的教学中应给学生讲清合作学习



的方法、目的。多练习，才能达到合作学习的目的。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三

高三这一年，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次磨砺。作为一名高
三的英语老师，随着今年考试题型的突然变化，曾有一定的
迷茫感，但同时这也是一件好事，促使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
学习、研究新题型和高考，以便能够更好地教授学生。

回首自己高三这一年来的教学工作，在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下，在与其他教师的交流和讨论中，教学还是比较成功的。
对学生的考试技巧指导及训练是有效的、针对性强的。这主
要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团结、合作的学科组，在此我谈谈对复
习备考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加强研究，提高复习备考工作的针对性。

认真学习并分析了高考题的类型，目的是总结规律寻找突破
口。从历年高考试题的整体研究中找共性；从20__年各类试
题的研究中找趋势；开拓性地抓复习备考。今年高考新增加
的题型，为任务型阅读，考查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需要
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阅读试题的考查全面，对中学英语教
学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在常规教学及复习备考中，我们
始终抓住加大阅读量，开展泛读教学，加强阅读技巧的指导，
形成有效的阅读策略，从根本上培养考生的良好的阅读习惯
和逻辑思维能力。另一增加的内容为单词拼写：该题型为10
年以前高考题型。十年后再次出现。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比
较重视的词汇的巩固及扩充，以及好句子和好课文背诵这一
环节。

二、制定计划，加强复习的目标性。

我们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把



复习分为三个阶段。

1、夯实基础，发展能力。

近年来高考英语逐渐侧重于语言能力的考查，对语言知识的
直接考查相对地减少了。因此，在复习过程中，首先组织学
生巩固各项基础知识，同时通过不断的语言练习，掌握一定
的技巧。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发展能力，
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降低难度，回归基础，强化专题训练。

进入高三后半学期，高考临近，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把握中
档、低档题，这对学生取得高分是非常有利的。学生普遍都
有这样的感觉：很多题目“一看就会，一做就错”。造成这
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不牢固。这时，复
习的重点要放在查漏补缺上。将做过的试卷整理后，建立错
题档案，弥补知识漏洞，进行强化记忆和训练。

3、整理基础知识，适当做一些高考题。

要在高考前夕找到良好的语言知识感觉和运用能力感觉就必
须回归基础，整理巩固基础知识，用最充实、最满意的感觉
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试着做近几年的
高考题，学会找出每道题的切入点，从中总结命题利益和命
题手法。

三、狠抓教学环节，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备考。

注意复习课的针对性。我们把复习重点放在学生的难点、弱
点上以及常易出错或失误的内容方面上，努力做到有的放矢。
课堂上坚持精讲多练，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原则。复习课上我们注意加强学生的操练活动，
让学生多动脑筋思考问题，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举些例句，使



他们能训练掌握语法的用法。

今年高考的启示及反思：

（一）高考试题选材求新、求异的特点要求教师注重本学科
基础知识的系统性的同时，还要注意跨学科知识渗透能力的
培养。

（二）高考命题角度从知识运用、语言结构知识点的考查向
语段、语篇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的考查侧重，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构建基础知识系统的同时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

（三）新的书面表达评分标准鼓励学生写作时使用一些较高
级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这无疑会对中学英语起很大的促进作
用。今年又第一次在写作中使用了开放性试题，改变了以往
拘泥于提纲写作的形式，不仅给考生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维
空间，也有利于考生对已掌握语言的发挥，对中学英语教学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四）高考英语的总趋势要求教师不断充电，迅速提升自身
综合素质。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四

有一年冬天，列宁在郊外养病。他每天到公园散步。公园里
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
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非常惹人
喜爱。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
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

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
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
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

男孩说：“没看见，我没看见。”

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
冷。”

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
了。”

男孩看看列宁，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
活着。”

列宁问：“会飞回来？”

“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

第二天，列宁来到白桦树下，果然又看到那只灰雀欢蹦乱跳
地在枝头歌唱。那个男孩站在白桦树旁，低着头。

列宁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着说：“你好！灰雀，昨
天你到哪儿去了？”

当然，灰雀没有告诉列宁昨天它去哪儿了。列宁也没再问那
个男孩，因为他已经知道男孩是诚实的。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五

这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和单元专题相联系的，在导语中提前
做了布置。教师在本单元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听广播看
电视、阅读书报杂志，要提醒学生搜集有关世界各国的文字



和图片资料，做好交际的准备。话题可大可小，资料可多可
少，教师可以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决定，同时注意同其他学
科的联系。

由于教材的话题比较宽，教师要防止小组交流出现“自说自
话”的情况。为了让交际活动更深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按
兴趣分小组针对某一个方面搜集资料，如可以按风俗习惯、
生活习惯、人种特点、文化特点等角度分组；可以让学生搜
集世界各地的趣闻逸事。总之，方法、角度可以多样，但目
的都是引导学生关心世界大事，增加对其他国家的了解。

为激发学生的交际热情，本次口语交际可以配合活动进行，
如举办“小小世界博览会”“世界之窗”“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或“做导游”等活动，通过图片、实物展览引发学生的
交际愿望。教师还可以引入最近的世界大事，展开主题讨论。
对受条件限制的地区，一方面教师要多搜集一些资料，另一
方面要鼓励学生从广播、电视等媒体中取材，并适当降低口
语交际的要求。

三下认识几分之一教学反思篇六

《春日》这首诗，不仅是一首咏春诗（赞美春天的诗），而
且是一首含意深刻的劝学诗（板书“劝学”，劝告大家努力
学习，劝告大家多读书），《春日》教学反思。（指着学生
板书）因为“泗水”在山东地区，是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
的家乡和他讲学的地方，“寻芳泗水”就是说在孔子的书籍
中寻求知识。书中的知识道理，就好像原野上美丽的春色，
使诗人耳目一新，深感快乐。试想：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能有春日寻芳与书海求知的联想吗？能有知识道理如明媚春
光的认识吗？正因为朱熹酷爱读书，才学渊博，他才成为著
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这首暗喻读书的《春日》诗，
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咱们应该像朱熹一样在书海中求
知，因为书海中也有一片万紫千红的春色！



享受春日，古诗短而精，间接而含蓄，有许多地方值得细细
玩味，细细品尝。

教学古诗，如果仅仅停留在“解释”上，肯定枯燥乏味、了
无生趣。

古人写诗，往往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景寓理、借物寓理，
教学反思《春日》教学反思》。

诵读古诗，不能“千诗一面”，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
高昂，有的低沉，有抑有扬，有急有缓。

朱熹的《春日》诗，乃咏春诗中的精品，诗人踏春赏春时高
兴、喜悦、兴奋、激动、舒畅、得意的心情蕴含在诗中的每
一个字中。

诗人是在享受春日，春光无限好！我和孩子们也在享受春日，
从诗句中寻找“美丽”的心情，诗人快乐，我们也快乐！

从描写春天的好词佳句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感受到了春
天的美好，春天仿佛就在眼前！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佳境，
随着诗人畅游，享受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大好春光。

朱熹曾写过一首《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
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人运用
自然景物来比喻思想要保持清醒开阔而不陈腐，就应不断吸
取新知识。而《春日》诗，同样采用比喻的手法，但意蕴更
为深藏：书中的知识道理，就好比美丽的春色，使诗人耳目
一新，深感快乐。

诗人不仅仅是在享受春日的乐趣，更是在享受读书的乐趣！
孩子们学了这首诗，肯定会有所启发。

古诗教学，有待“亲密接触”，因为她就像春天一样充满生



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