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大
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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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一

《一株紫丁香》是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字里行间吐露出孩
子们对老师的浓浓问候与感激。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我引
领着学生一起去感受了那份师生间的深切情谊，因此在第二
课时的教学中，我以巩固复习的形式教学本篇文章的生字和
朗读。

在生字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几个环节：集中识字，以和汉
字娃娃交朋友的形式将文中的生字集中呈现出来，开展自读，
纠正；指名读，纠正；小组读，开火车读，齐读等方式，巩
固生字的准确认读；接着以教师说谜语，学生猜字的形式识
记生字的模样，同时也让学生自己想办法识记，学生方法多
多，识记得兴致高涨；而后我出示了一首儿歌让学生认读：
踮起脚尖，走进小院，放下书包，给树除草。牵牵小手，唱
唱儿歌，笑声甜甜，不觉疲倦。本首儿歌中涵盖了本课所要
认识的6个生字。在有趣的朗读中，生字也得到了再次的复现
与巩固，学生学得不亦乐乎。最后，让学生将生字放回到课
文中再次朗读。整个生字教学过程，节奏紧凑，而且学生的
热情始终处于高涨状态。

但是在引导学生的深情朗读中，我觉得还是有所欠缺。学生
的情感始终激发不起，老师的深情朗读带动不了学生的激情，
因此在朗读教学这一环节中，整个课堂氛围不是很好，学生
不够投入，显得有点乏味。到底该如何去引导学生的朗读呢？



开展形式多样的朗读比赛？还是……？我曾经做过很多尝试，
可效果都不是很好，能响应你的永远是那几个朗读基础好的
学生。各位师姐师哥，有什么好办法，教我一招吧！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二

《一株紫丁香》是一首诗歌。为了让孩子完全吸收这片课文
的精华，第二课时的`教学我抓住这样几个环节教学。

第一是大声朗读，以读为本。教学中，我多处设计了不同形
式朗读方式，而且教师还作了范读。为提高朗读水平，我让
学生自读自评，让学生意识到到如何读得正确、读出感情。

第二是让学生自己对课文中的句子质疑。让学生带着问题思
考，带着问题读课文，这样学生才会有意识的动脑筋。低年
级的孩子必须要给他们任务学习，不然很容易导致孩子走神、
发呆。

第三是让学生从“花香飘进老师的梦里”这句话启发学生想
像，让学生体会到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表达了学生对老师
的爱。这样孩子会带着感情读课文，那么语调中就带着敬爱、
感激、热爱来读课文。

第四是最后以小组的学生轮流读、竞赛读、自由读。最后在
老师的板书下自己先背五分钟然后同桌检查。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三

正值教师节来临之际，正好讲到《一株紫丁香》这篇课文。
这是一首表达同学们对老师爱的小诗。诗中歌颂老师的辛劳，
老师对同学们的爱。记得在前年上教研课时我讲过这篇课文。
虽然当时我的教学思路和目标也非常明确，但那节课的效果
并不是多么好。这次我又该教学这篇课文了。我摒弃了过去
的不足，重新调整了教学思路，使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改观。



这篇课文的主题是让学生先体会老师的辛劳和对学生的关怀，
进而歌颂老师。在讲解时我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词语——“疲
倦”和“挂牵”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一谈，老师的一天都
要做哪些事情？学生都一一道来，如：上课、批改作业、放
学送小朋友、处理小朋友之间的纠纷等等。有些学生父母是
教师的，学生也可以谈父母在家里也在为学校的事操劳
着……在学生真正理解、感受道老师的辛劳之后，再让学生
读课文，把自己内心对老师的爱表达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学
生耳闻目睹的事情，学生都能够真切地体会，朗读起来感情
自然地就融入进去了。

在课堂活动中，我尽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语言思
维的训练，如：树叶在风里沙沙像是给老师唱歌，它会对老
师唱些什么歌？说些什么话？老师会做什么样香甜的梦？会
梦到些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纷纷表达。这样学生把从书
中体会到的进而转化成内心的感受，使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
也陶冶了自己的情操，以此从内心表达对老师的爱。

其实学生也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个体，是一个有丰富情感的人。
只有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爱。学生也会以自己的
行动表达对老师的爱。下课之后，牛韵嘉小朋友就开始以自
己的行动做着一些能做的事情，主动对我说：“老师，我帮
你整理东西吧？”“老师，我帮你拿东西吧。”“老
师……”以后经常在讲台旁、在教室里、在校园内……会经
常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学会感恩，学会回报，不仅仅是在
口头上，而是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形成。给孩子们爱吧，他
们也会知道回报爱的！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四

《一株紫丁香》是苏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第5课。这篇课文是
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一株紫丁香，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
是对老师的问候与感激，这株紫丁香，不仅是孩子们送给老
师的一感受到紫丁香的美。初读课文，在学生解决了生字、



朗读正确的基础上，用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小朋友要把这株
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把课文串起来，进行2——5自然段的
教学。在理解这四段的文字，基础上，进行这四段的朗读指
导，激发学生对老师的热爱这情。回顾这一节课，我觉得以
下几方面做的较好：

一、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
中积累词语。这也是低学段阅读教学的目标之一。在本课教
学中，对于孩子们踮起脚尖的原因，“做伴、疲倦、挂牵”
等词语的理解，都采用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方式来设计问
题。“老师每天在干些什么？你们知道吗?”并利用“因
为……老师……”训练说话来体会老师的辛苦及夺理解“疲
倦”一词。用“当……老师……”训练说话来体会老师有没
有时时刻刻关爱着你，关心着你的事？用来理解“挂牵”一
词。在理解的同时，又积累了词语，丰富了语言。

二、重视朗读，以读为本：

“读”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根本途径，我始终把“读”贯
穿在本课教学中，利用形式多种多样的读，个别读、自由读、
男女生对读、比赛读等使学生读得有味，不感到枯燥；使学
生读得有情，充分展露学生个性；使学生读得有悟，读出对
老师的深厚情谊。教学中，我多处设计了自由读、个别读、
齐读、引读、配乐诵读、师生配合读等学习环节?第一小节：
要读得轻轻的，要有一种生怕惊动老师的感觉。第二至四节
分别强调“夜夜和你做伴”、“帮你消除一天的疲倦”“感
谢你时时把我们挂牵”。读出体贴、关心的感情。读最后一
节中“快放下……”句子时，语速要适当加快，真诚地流露
出希望老师早早休息的感情；最后两行，要读得稍慢，充满
遐想。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五

上完课后，我觉得自己的教学流程比较清楚，生字教学、说



话、朗读、拓展等环节也都具备，学生上课也很积极投入，
课堂气氛较好，但是经过自己的一番反思，我觉得这堂课的
最大失败就是朗读指导不够自然不够深入，有些浮躁、表演
的意味。而《一株紫丁香》这篇课文，最大的特点是意境优
美感人，如果阅读中只停留在表面、夸张的朗读上，那教学
真可谓苍白无力。下面就从以下几方面作简单分析：

一、对教材的把握不够深入。

二、对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够了解。

在我们班，学生的阅读水平和自觉性差距较大，好的学生不
用老师点拨，自己就能理解课文，并把它读好。而有的学生
则是“举步维艰”处处受阻。这次上课时，为了体现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我将2-5小节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朗读汇报时，
我也只是做了鼓励性评价，和适当的煽情。

这节课我对学生认知水平不够理解，低估了或高估他们的朗
读能力，所以朗读才显得流于形式。我想以后备课的时候我
还得再多备备学生。

丁香结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改进措施篇六

《一株紫丁香》是一首诗歌。为了让孩子完全吸收这片课文
的精华，第二课时的'教学我抓住这样几个环节教学。

第一是大声朗读，以读为本。教学中，我多处设计了不同形
式朗读方式，而且教师还作了范读。为提高朗读水平，我让
学生自读自评，让学生意识到到如何读得正确、读出感情。

第二是让学生自己对课文中的句子质疑。让学生带着问题思
考，带着问题读课文，这样学生才会有意识的动脑筋。低年
级的孩子必须要给他们任务学习，不然很容易导致孩子走神、
发呆。



第三是让学生从“花香飘进老师的梦里”这句话启发学生想
像，让学生体会到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表达了学生对老师
的爱。这样孩子会带着感情读课文，那么语调中就带着敬爱、
感激、热爱来读课文。

第四是最后以小组的学生轮流读、竞赛读、自由读。最后在
老师的板书下自己先背五分钟然后同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