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园地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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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一

适用于小学三年级学生。

在学习“习作”内容时，特别要注意几个问题：

1、学生领悟能力较强的班级，教师在指导写作的时候，可以
放手让学生自觉组成活动小组，在活动中，发挥小组长的作
用，积极引导学生讨论交流，老师及时肯定学生的收获，坚
持鼓励为主。

2、学生表现能力较弱的班级，可重点指导学生把话说清楚，
同时进行写作方法的指导。并教会学生参谋。在检查学生活
动笔记的同时，及时引导学生抓重点，把事物联系起来，有
条理地把话写完整。

本次习作要注意几方面问题：

（一）、在布置课前调查时，要激发学生活动的愿望及习作
兴趣。活动前，先定好组长，再要求学生自由选自己的小组
长，然后围绕“环境保护”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好每一次
的调查记录。在习作指导中，是否愿意写一写自己了解到的
情况、感受或想法；是否愿意把交流的内容写下来。

（二）、在选择习作内容时。引导学生回忆在口语交际中哪
些同学表达的内容更具体，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然后结



合自己的实际从中选择写作内容。如，有一个同学在调查村
边的小河时，抓住了“听爸爸说，二十年前的小河是怎样
的……”与“现在的小河是怎样的……”作对比，用词准确，
描写细腻，前后比较鲜明，让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顺
势引导：只有通过认真观察，深入了解，才会有“料”可选，
有“料”可写。

（三）、及时评价习作，是提高写作的有效途径。在学生习
作后，要趁热打铁，引导学生交流习作，互相修改习作。并
把在巡查时发现的情况，存在的共同问题给予指导，对有进
步的同学给予鼓励，并组织学生展示自己的习作。共同提高
写作水平。

1、习作内容的选择，可根据所教班级学生的特点作相机指导。

2、课件使用可在ppt的运行环境下进行。

3、本课在没有多媒体环境下，亦可进行活动展示。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二

1、“识字加油站”是平时孩子们玩过的玩具，知道玩具的名
字，读起来比较容易。在落实字的认识上同学们接受的很快。

2、字词句运用版块中，“一会儿……一会儿……一会
儿……”在学习课文时学生已经能够造句了，所以这部分内
容很快就接受了。积累的表示心理活动的词语在老师的启发
下也很快地找出了不少于三个。

3、节气歌内容学生大部分能当场背来，阅读教学版块同学们
基本了解手影的特点，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不足之处：在写话的环节，同学们在观察图画时——特别是
多幅图，不容易处理图与图之间的.逻辑关系，说起来有前后



矛盾或是漏洞百出的问题，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是要加紧训练。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三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进行发现，使学生感受到
祖国语言的丰富、表达方式的多样，不断鼓励、启发学生运
用这些规律，试着使用有新鲜感的词句，使自己的语言表达
更加丰富多样。

这次活动安排了“我的发现”“读读认认”“读读背背”三
项内容。其中

教材中列举了两组句子，学生在读完每组句子后，都会有所
发现，但是，所发现的内容会因学生不同存在着差异。最简
单的是每一组的第二句比第一句词句多。二是每一组的第二
句是比喻句，这是从修辞的角度来发现。三是每组的第二句
比第一句表达得更具体形象。在教学中不必给学生讲有关修
辞知识。

“读读认认”，安排的是一组反义词，学生通过这一组内容
的学习，既可以复习巩固已学过的生字，又可以借助反义词
学习新的生字，同时积累了反义词。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借助
拼音自己认读，同桌互相检查。教师指名认读字音和朗读短
文。注意“浊”读翘舌音，“罪”读平舌音，“廉、贪、
偏”为前鼻音韵母。引导学生进行拓展，在列举一些自己在
平时的学习中积累的反义词。“读读背背”，安排了古诗佳
句，目的是积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五组诗句，只要求读读
背背，诗句的意思一般可不讲解。

在课堂上，学生都积极举手发言，把自己的发现与同学交流，
但学生参与的过程中，语言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还需继续
加强训练，有些时候表达不清，对主题不是很理解。另外，
对小组的'合作交流，自主的学生意识还不是很强，这有待以
后的教学中逐步完善和提高。



1、在教学前，教师要要求学生先把对韵找出来，进行简单的
阅读和理解。

2、在教学比喻句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什么叫比喻，还要
让学生说出日常生活中一两句简单的比喻句，学会分析“我
的样子长得像妈妈”究竟是不是比喻句，要了解原因。

3、展示台中，学生需要就环保方面的知识做手抄报或调查，
使学生对于环保的内容了解更深刻，从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

4、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时候需要发挥学生的合作精神，因此在
活动中，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分成若干个小队，合作完成任
务。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四

第二单元围绕“祖国在我心中”分别安排了《詹天佑》《怀
念母亲》《彩色的翅膀》《中华少年》，主要是让学生中华
儿女的爱国情怀，从而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再通过演
讲稿的形式表达出来。可想而知，“爱国演讲稿这两个词对
于学生来说，既陌生又难下笔，没有丰富的材料支撑，一篇
好作文很难凑成。于是在上完《詹天佑》一课之后，我就引
导学生去搜集相关的爱国人士的资料，再通过“讲故事”让
学生将自己搜集的材料用自己的话进行讲述在学习《中华少
年》一课时，我再次发现学生的课外积累非常欠缺。《中华
少年》是一篇诗歌，这个因为作者对祖国的文化了解甚深，
因此感情充沛，具有可读性。然而，在讲解时，学生并不了
解，所以讲起来比较费劲，即使他们读得很起劲。因此，我
又让孩子利用周末去查找了“四大发明、汉服、唐代名人名
作、唐服、清代文化、神舟飞船”等资料。也刚好，我翻阅
《社会与品德》一书时也发现第二课题适合学生了解中国的
历史，因此也提前将这一课题让孩子学习了。该有的.材料有
了，怎么让孩子写好演讲稿呢？在张老师的建议下，我布置



孩子回家抄一篇优秀范文，第二天在上作文课的时候，学生
可以学习范文的写法，再配合以前搜集的材料，让孩子先确
定演讲的一两个观点，然后再将相关的材料模仿范文进行改
写。这样一来，学生的写演讲稿的热情很快调动起来，一节
课没能完成，他们要求再给他们时间完成。根据查阅作文的
情况，虽然发现有些学生由于对材料读得不透，出现材料安
排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出现笑柄，或者混乱的
情况。但也惊奇的发现，以前学生找的材料，甚至是课文的
内容也让孩子们当作作文的丰富材料，如刘丹写到“看！万
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卧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听！黄
河那滔滔不绝的波浪一浪接一浪，不停拍打着海岸边的岩石！
望，昆仑山那峻拔的身躯，直插云天，高不可攀。这都是我
们祖国的山川。冰山上的雪莲教会了我们纯洁，海风中的乳
燕教会了我们乐观与勇敢，蓝天下翱翔的雏鹰教会了我们顽
强。”通过改写，形成了一篇不错的演讲稿。因此，平时的
资料积累对学生的作文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五

语文园地的教学要以生活为主线，让学生充分的感知、体验
生活，思索生活，理解生活。而教学的过程是有目标、有计
划的活动，教学的运行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因此表现出一定
的封闭性。如何在语文园地的教学过程中，实现预设与生成、
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统一；如何开发整合，实现教学内容生活
化；如何情境互动，实现教学方法生活化；如何拓展延伸，
实现教学时空生活化；如何多元评价，实现教学评价生活化。
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实践的。苏老师执教《语文园地八》
这节课给了我今后如何进行语文园地教学的一个启示，即让
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学习语文，注意引导学生发现规律、进
行拓展延伸。

“语文园地”除了帮助学生对所学的语文知识，技能进行系
统地梳理，整合，巩固以外，更注重在学生心中培植学习语
文的兴趣和自信。



苏老师根据学生年龄和心理特点创设情境，引导他们在发现
中学习，根据学生的特点组织教学，也就抓住了教学成功的
关键。创设情境的做法尤为适用。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激
起了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轻松完成了巩固识字、积累词
语的教学任务。

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引导学生从中发现字、词、
句的`规律，并进行迁移。如“我的发现”，“读读背
背”，“读读记记”等训练，都应该引导学生在自主发现的
基础上认字、写字、说句子，而后以教材为依托进一步将教
学作必要的延伸。如上述片断一“读读背背”的教学“快点
动脑想一想，看看词语中有什么奥妙？”这一环节的安排，
意在引导学生将词语进行归类，如：圆溜溜、胖乎乎、红扑
扑，是表示人物外貌描写的词语；笑呵呵、乐陶陶、喜滋滋，
是表示心情的词语；静悄悄、雾沉沉、雨蒙蒙，是描写天气
的词语，绿油油、黑糊糊、白花花，是表示颜色的词语等，
并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拓展性训练。

语文教学的课堂越来越广泛，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地挖掘生
活中的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进行创造性的语
文教学活动，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才能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
乐园。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六

人教版四上语文第二单元的教学主题都是围绕“帮助学生认
识观察的重要性，学会观察的方法，形成观察的能力和习
惯”这一目标展开的。语文园地二的口语交际部分，通过三
幅图画的观察来比比眼力，体验观察的乐趣，内容新颖，很
吸引孩子感知与想象。 课堂引入先复习苏轼的《题西林壁》，
知道看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结果也不一样。看庐山是这样，
看其他事物呢？然后出示了第一幅“酒杯”图。第一孩子一
下子就把酒杯和两头像说了出来。当时还没仔细看过的学生
就一片躁动，教室里变得热闹了。自然眼睛尖的也不少，一



学生补充说看到两个人面对面。

多高兴或不愉快的原因，而且面对面交流的还想象成一定的
关系。在观察第三幅画时，孩子们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想
象力也越加丰富，活跃的思维不时爆发出智慧的火花。 在课
的尾声，有学生说自己也想创造这样的图画。我也给他们看
了第四幅有趣的《少女与老人》的图画，并建议大家可以带
回家请家长一起来观察，享受这份快乐。

10来岁的孩子最具有好奇心，在教学实践中，我还注重即兴
评价与鼓励，既能利用文本，更能超越文本，而且也很好地
尊重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和独特感悟。前两天一直鼓励孩子写
观察日记，希望通过这次口语交际课后，学生的观察兴致会
更浓厚，真正达到养成观察的习惯。

作文的教学在本次值得反思，我提前一周让学生收集自己曾
经旅游过的`景点的资料（这样要求明确具体，有助于学生目
标明确的搜集资料，而且有助于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回忆自己
当时的亲身经历，为写作选材作准备）并要求制作资料卡，
对资料进行初步过滤。接着，我利用连堂进行作文教学，先
请了二十多个资料搜集全面的同学把他们想介绍的景点都写
上黑板，然后让同学们点名“我想听听某某同学的介绍”，让
“小导游”们上台介绍他们的景点，同时，老师相机在一旁
点拨、提问，有意引导同学留意选材。最后，老师才介
绍“如何写景”的几种不同结构、方法。

虽然，用了整整两节课来进行作文教学，但我觉得值得，在
孩子下笔前进行指导，有助于学生养成下笔三思的作文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