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悯农教学反思小班(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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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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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悯农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现在的学生对农村生活非常陌生。让他们看图说说农夫在干
什么，他们的回答稀奇百怪。有说拔禾苗的，有说种草
的……看来读读这样的诗，让他们认识粮食的来之不易很有
必要。在前一首诗《锄禾》的基础上学习这首诗就显得轻松
了一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强烈的差异给学生很
大的震撼。吸取《锄禾》的不足，谨记课标的阅读要求，为
了让学生加深体会，我引导学生抓住图中的细节观察，先鼓
励他们谈谈自己的感知，配上我恰到好处的解释。学生的学
习兴趣越来越高，我在教学诗之后给学生讲了有关封建社会
农民的'生活背景，讲了一些让人心酸的小故事。又补充了悯
农的几首诗，对诗的了解也更全面了一些。

悯农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悯农》是西师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古诗。 在
导入新课的环节，我安排了欣赏插图说出图画内容，让学生
对诗的主旨有个初步的认识。在随文识字的环节中，识字也
是带着拼音识字，特别是“农、辛、汗、午”等几个音节，
都是要求学生重点认读的。拼音教学是本册的重点，也是学
生认知的难点，很多学生会认单个的韵母，但是和着声母就
拼不出来了，有的学生是对声调的把握有问题，特别是二声
和四声很难区分。要突破拼音这个难关，就得抓住所有拼音
练习的机会，特别是要落实口头拼读的练习。



课堂上，读书是基础，一年级的课文内容都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悯农》一文也是这样。在阅读教学中，我安排了很
多读的环节。先是整体认知课文。这里面有全班读，也有教
师范读，同桌读，分组读，师生合作读等环节，把读的工作
落到了实处。在多读识字的基础了，第二个环节是理解课文，
深层识字，在这个环节，教学也是用读贯穿起来。边理解边
读文，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节奏，读出层次。本环节也有个
人读，分组读、打着节奏读等。在读中识字，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学会朗读。有了不同层次的朗读和不同形式的朗读，
我以前在语文教学中读得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在以后的教
学中，仍然要抓住读这根主线，训练和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在识字环节，我以游戏形式让全班每个同学都参与到其中，
既激发学生热情又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给读得好的同学鼓
励，给读的不好的同学指出。有了这次较成功的教学经验，
我对以后的教学工作也更有信心，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好
的。

本课识字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生字、词语卡片。这
些教学课程资源。这样，学生在一个充满生活化的课堂氛围
下学习，既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进入了积极学习的境
地，并有效地实施了学科整合。

为了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其
想像能力和创造潜能，我利用组词，练习说句子。让学生在
课堂上得到解放，释放他们的巨大能量，培养学生的语文素
养。

这次教学使我体会到，语文教师不但应该为提高学生基本语
文素质而教学，而且还要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人文素养
而教学，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教学。

在书写生字环节，我先范写，再让学生写，并巡视，能及时
发现书写中的问题，并引导学生组词和口头造句。另外，我



根据学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教学设计，恰当地处理了教
学设计与课堂操作的关系。本节课我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主要采取了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学
习过程，学生不仅学得积极主动，参与面广，热情高，还拓
展了想像思维，受到了人文气息的熏陶。 当然，在本课教学
中，不足之处还是有的，如有些细节没注意到，与学生的交
流也不足，在教学环节上还能编排得更好等，如能增加其他
环节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实。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还会注重和
其他教师交流，时时提高自己教学水平。

悯农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悯农》是唐朝诗人李绅所作，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
描述了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
到禾苗下的泥土中。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
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
不易，表达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这首
诗告诉了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这首诗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认识生字，读通、读顺、
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要让孩子认识到“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让他们同情辛勤
劳动的农民，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愤慨。

我在教学《悯农》一课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挂图引导学生
说了两次话。一开始我出示挂图（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
草，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
说的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
很大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
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
诗文做下了铺垫。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紧相伴的。古代的
诗是可以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



因为古诗短小孩子们从小就听熟或背熟了，教师在教学中调
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她们能在自己熟悉的歌词中获得更
多的体验。同时，结合古诗句的特征、语气、语调，培养儿
童对节奏的表现和创造能力。

悯农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悯农》是西师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首古诗。在
导入新课的环节，我安排了欣赏插图说出图画内容，让学生
对诗的主旨有个初步的认识。在随文识字的环节中，识字也
是带着拼音识字，特别是“农、辛、汗、午”等几个音节，
都是要求学生重点认读的。拼音教学是本册的重点，也是学
生认知的难点，很多学生会认单个的韵母，但是和着声母就
拼不出来了，有的学生是对声调的把握有问题，特别是二声
和四声很难区分。要突破拼音这个难关，就得抓住所有拼音
练习的机会，特别是要落实口头拼读的练习。

课堂上，读书是基础，一年级的课文内容都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悯农》一文也是这样。在阅读教学中，我安排了很
多读的环节。先是整体认知课文。这里面有全班读，也有教
师范读，同桌读，分组读，师生合作读等环节，把读的工作
落到了实处。在多读识字的基础了，第二个环节是理解课文，
深层识字，在这个环节，教学也是用读贯穿起来。边理解边
读文，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节奏，读出层次。本环节也有个
人读，分组读、打着节奏读等。在读中识字，在读中理解，
在读中学会朗读。有了不同层次的`朗读和不同形式的朗读，
我以前在语文教学中读得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在以后的教
学中，仍然要抓住读这根主线，训练和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在识字环节，我以游戏形式让全班每个同学都参与到其中，
既激发学生热情又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给读得好的同学鼓
励，给读的不好的同学指出。有了这次较成功的教学经验，
我对以后的教学工作也更有信心，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好
的。



本课识字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生字、词语卡片。这
些教学课程资源。这样，学生在一个充满生活化的课堂氛围
下学习，既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进入了积极学习的境
地，并有效地实施了学科整合。

为了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其
想像能力和创造潜能，我利用组词，练习说句子。让学生在
课堂上得到解放，释放他们的巨大能量，培养学生的语文素
养。这次教学使我体会到，语文教师不但应该为提高学生基
本语文素质而教学，而且还要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人文
素养而教学，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教学。

在书写生字环节，我先范写，再让学生写，并巡视，能及时
发现书写中的问题，并引导学生组词和口头造句。另外，我
根据学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教学设计，恰当地处理了教
学设计与课堂操作的关系。本节课我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主要采取了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学
习过程，学生不仅学得积极主动，参与面广，热情高，还拓
展了想像思维，受到了人文气息的熏陶。当然，在本课教学
中，不足之处还是有的，如有些细节没注意到，与学生的交
流也不足，在教学环节上还能编排得更好等，如能增加其他
环节使整个教学过程更实。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还会注重和
其他教师交流，时时提高自己教学水平。

悯农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悯农》是唐朝诗人李绅所作, 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
描述了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
到禾苗下的泥土中。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
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
不易，表达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这首
诗告诉了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这首诗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认识生字，读通、读顺、



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要让孩子认识到“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让他们同情辛勤
劳动的农民，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愤慨。

我在教学《悯农》一课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挂图引导学生
说了两次话。一开始我出示挂图（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
草，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
说的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
很大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
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
诗文做下了铺垫。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紧相伴的。古代的
诗是可以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
因为古诗短小孩子们从小就听熟或背熟了，教师在教学中调
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她们能在自己熟悉的歌词中获得更
多的体验。同时，结合古诗句的特征、语气、语调，培养儿
童对节奏的表现和创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