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 神州谣教学
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一曲《神州谣》，以三字经的形式诉说着祖国的山河壮美，
激发了学生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1、上课伊始，我带领孩子们一起领略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让
孩子通过直观的美景，感受祖国的山川秀美、风景如画，从
而对祖国产生了自豪和热爱之情，为下文的学习奠定情感基
础。

2、在读文赏析的过程中，我引领孩子打着节拍反复有感情地
品读，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

1、课前没有布置搜集关于祖国山川以及民族团结方面的资料。

2、课文可以借助相关歌曲渲染情感。

3、板书书写过于简单、书写不及时。

4、诵读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齐读和个别读，而轻视了师生
读、男女生对读、组内互读等形式。

1、让学生充分预习，课前搜集资料，为课上的资料介绍节省
时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预习的好习惯。

2、备课充分，板书设计清晰有层次。



3、采用多种形式诵读，在读中品味文字所传达出的情感。

4、今后在设计课时可以添加一些拓展阅读，以提高学生的阅
读能力。

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我上《神州瑶》第一课时，重点目标就是多种方法识记生字
和感受中国的山川美。上完课后，总体感觉，目标是基本达
成了，但在上课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不足。正如钟老师所说，
语言苍白，不富有童趣，生本意识不强。我也是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自己的两个大问题，每次上课，总是容易忽略倾听
坐着的学生的“私语”，忽略他们的课堂行为，在抛出问题
时，也没有根据儿童特点设计一些更贴近他们的自然亲切的
语言。为此，在近期教学中，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

就拿这堂课来说，我问了学生中国的美称、别称还有什么？
似乎“美称、别称”一词更上档次，但是小朋友听得云里雾
里的，如果换成“你们还知道中国有其他响亮的名字吗”，
相信小朋友更容易接受。对于低段的孩子们来说，有时候，
我应及时地哄一哄，多鼓励；或者在上课时给某个生字编个
小故事，给某个内容编个儿歌，相信他们的兴趣会更浓厚。

在听了我多堂课后，钟老师和师父也总是指出，每次提问，
我的关注点在回答问题的孩子身上，另外的四十多个孩子就
被忽略了，长此以往，当听的孩子没兴趣时，得不到老师的
关注时，他们就容易开小差，游离到了课堂之外。而发言的
孩子的回答或许精彩，但坐着的孩子，他们会质疑、会认同，
他们也会有精彩之处。我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就
一股脑儿地按着设定环节走下去，把与自己设计无关的都排
除了。以后的课堂，我要多点灵动，多点随机应变，把关注
点重心移动，关注到全体学生。

另外，文本解读也不能马虎。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总是



被教学设计牵着鼻子走，或者当学生出现各种答案我却点到
为止，不能再进一步，这都是文本解读不深入的原因，我想，
未来我应朝着这些方向努力。

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神州瑶》是一篇短小却内涵丰富的童谣，气势恢宏，赞美
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壮美、风景如画，表
达中华儿女期盼祖国统一，为祖国繁荣昌盛共同奋斗的愿望。

在讲第一课时时，我注重把识字和感受中国的山川美作为学
习的重点。在识字教学部分，引导学生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学
习本课生字，在准确掌握生字的基础上给生字找朋友，组词
或造句。在对课文的讲解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身的一些不足，
每次提问，我的关注点在回答问题的孩子身上，其余的孩子
就容易被忽略，长此以往，当听的孩子发现得不到老师的关
注就会渐渐失去兴趣，导致不同的问题出现，容易开小差，
游离到了课堂之外。而发言的孩子的回答或许精彩，但坐着
的孩子，他们会质疑、会认同，他们也会有精彩之处。我不
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就一股脑儿地按着设定环节走
下去，把与自己设计无关的都排除了。今后的课堂，我要不
断积累教学方法，多一些教育机智，把关注重心移动，关注
到全体学生，使每位学生都能发挥其主体作用。

一节课结束，我感觉本节课的目标是基本达成了，但是在上
课过程中却暴露了很多的不足。比如：语言不够亲切，缺少
童趣，学生的主体意识不强。在课堂纪律上，我需要更加灵
活的应对学生所出现的不同问题，不能一味的忽视，更不能
批评和言语伤害。对于文本的解读更不能有丝毫马虎。我想，
未来我应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寻求方法，让自己的教学变得
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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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神州谣》是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课文。《神州谣》
是篇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童谣，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学生
理解记忆。全文共有4个小节，第1小节总说我们中华民族是
个山川美丽如画的国家；第2小节写出了我国的黄河、长江、
长城、珠峰的壮观；第3小节写了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华民族的
一部分；第4小节写出了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创祖国的辉煌。
教学重点是认识要求会认的生字15个，体会祖国山河的壮美
和各民族的团结一心。

1、在教学生字时，我运用拆分部件的方法让学生记。如教
学“泉”字，上下结构，白水为泉。学生掌握了上下结构的
字在书写时，在这个字中要把“白”字写得扁一点，在田字
格中，上下部件正好分居横中线的上下。学生在书写时，教
师提点后都能做到书写规范，正确。

2、文中的儿歌部分与课文的插图结合，适当地补充一些图片：
比如，桂林山水图，长城图，九寨沟图，草原图……学生边
欣赏，老师边进行简单解说。学生在视觉的冲击下，便情不
自禁地感叹祖国真美呀！



3、依托文本朗读识字，提升识字效率。通过朗读发现生字、
记住字形，通过听读体会生字的意思，通过朗读体验情感。
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字的音、形、意在学生的头脑中越来
越明晰，越来越深刻。

1、抓住低年级教学的重点，突出识字教学，激发学生自主识
字的热情，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加深印象，巩固生字。
在读中感悟，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内容，课堂效果非常好。

1、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还需要加强，可以发贴画等奖励，
把奖励落到实处。

3、课前没有布置搜集关于祖国山川以及民族团结方面的资料。

利用课件进行教学，有助于活跃气氛，在字词教学上要使用
灵活多样的方法。让学生充分预习，课前搜集资料，为课上
的资料介绍节省时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预习的好习惯。采
用多种形式诵读，在读中品味文字所传达出的情感。

今后在设计课时可以添加一些拓展阅读，以提高学生的阅读
能力。

神州谣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本次大教研活动我选的课题是《神州谣》，教学目标主要是
朗读和识字，借以感受中国的山川美。上完课后，总体感觉，
目标是基本达成了，但在上课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不足。正
如聂校长所说，语言过于书面化，不富有童趣，生本意识不
强。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两个大问题，每次上
课，总是容易忽略倾听坐着的学生的“私语”，忽略他们的
课堂行为，在抛出问题时，也没有根据儿童特点设计一些更
贴近他们的自然亲切的语言。为此，在近期教学中，我给自
己定了两个目标：



一是设计儿童化的语言。就拿这堂课来说，我在介绍中国美
景时，使用了一系列排比句，对于儿童来说过于晦涩难懂。
再者，在朗读指导时，对于孩子不太好的表现有些嘲讽。对
于低段的孩子们来说，有时候，我应及时地哄一哄，多鼓励。
识字方面，在上课时给某个生字编个小故事，给某个内容编
个儿歌，相信他们的兴趣会更浓厚。

二是关注全体学生的学习。在课堂上的每次提问，我的关注
点在回答问题的孩子身上，另外的四十多个孩子就被忽略了，
长此以往，当听的孩子没兴趣时，得不到老师的关注时，他
们就容易开小差，游离到了课堂之外。而发言的孩子的回答
或许精彩，但坐着的孩子，他们会质疑、会认同，他们也会
有精彩之处。我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就一股脑儿
地按着设定环节走下去，把与自己设计无关的都排除了。以
后的课堂，我要多点灵动，多点随机应变，把关注点重心移
动，关注到全体学生。

另外，文本解读也不能马虎。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总是
被教学设计牵着鼻子走，或者当学生出现各种答案我却点到
为止，不能再进一步，这都是文本解读不深入的原因，我想，
未来我应朝着这些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