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精选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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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学习本组教材的同时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广泛收集资料，养成
收集资料的好习惯，同时可以让学生走出教师，通过观察、
访问、调查，自主学习，了解家乡，赞美家乡。

我的发现是一项引导学生自主发现组词规律的练习，重点引
导学生探索和发现两组词，虽一字之差，但词性和词意却大
不相同。教学时要放手让学生去观察、议论、鼓励学生发表
个人见解，从而使学生体验发现的快乐，感受汉语的丰富。
引导发现时不必用准确的术语来表述，学生用自己的话大致
说清词语之间的关系即可。

日积月累包括三项内容：“读读认认”、“我会填”和“我
会读”。其中“读读认认”是让学生巩固反义词，并通过反
义词识字，加强积累。“我会填”是八个偏正式短语，要求
学生在搭配词语中体会用词的准确性，对词语的意思，教师
不必作过多的解释。“我会读”目的是积累古诗词，受到传
统文化的熏陶。

这次口语交际的话题是“夸家乡”，是对本组专题的深化和
延伸。可与综合性学习活动结合起来进行，也可以与展示活
动同时进行。课前要让学生联系学过的课文，自己通过观察、
咨询或查阅资料，了解家乡有哪些风景名胜、物产、名人以



及家乡近年来有哪些变化等等，培养学生搜集整理信息的能
力。

本次“展示台”以爱祖国、爱家乡为主题，内容和形式可以
多种多样。教材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词语接龙游戏中展示
自己积累的词语，二是展示自己收集的反映家乡变化的照片。
教学时，可利用教材中学习伙伴的话激发学生展示的兴趣和
愿望，充分展示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和学习成果。这次“宽带
网”是对本组专题的拓展和延伸，主要展示了我国民族和行
政区划的知识。其目的一是让学生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每个民族在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鲜明特
点；二是让学生通过查阅地图了解我国的行政区划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理位置。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三年级上册)]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上了这么多节语文园地课，对于怎么上还是没有一个头绪。
通常都是按部就班，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讲下去。这样的课
堂远远达不到活力课堂的要求。在调研课中，我选择了上园
地一，这是一个挑战。上完课下来，很多地方值得深思。

如何把“设疑、探究、生成、评价、应用”运用在复习整合
课中，需要继续探讨。从园地内容看，有“口语交
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展示台”
这几个内容。我把“我的发现”、“日积月累”放在一节课
上一起讲。对于这两个内容，如何连接、如何过渡是备课时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以前讲这些内容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
连接和过渡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节完整的课，这是不行的。
于是，在课上，我设计了闯关的形式，通过“我会读”“我
会背”“我会认”这几个关卡连接。课堂上，孩子们对于这
种闯关形式兴趣可大了，所以整节课学生的积极性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形式，我没有设置闯关目标。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一



点，但实在找不到一个任务，所以就选择只是挑战自己而已。

从这节课看来，我对教材的研读与把握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比如在“我会读”环节，我开始只是按往常的教学设计，毫
无新意与创意。后来经指导，把多音字放在句子中，这样学
生对多音字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读音和意思就更好把握了。
备课不仅要认真，还要钻研，这样才能更好让学生更好掌握。
在背诗歌环节，我按照二年级在经典文化学习中的方法让孩
子们用不同形式读，大致说诗句意思，比赛背诵，说背诵方
法。在“读读背背“内容上，我对教材重点的把握有偏僻，
把重点放在了认字上，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区别上，可通过组
词形式区别。

备课，还是备课，钻研，继续钻研，学习，永无止境，才能
实现活力课堂。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上完二年级语文园地一的“口语交际”和“展示台”两部分
后，对我的触动非同一般。“口语交际”一部分，让学生明
确了“口语交际”的内容后，让学生说说到哪儿秋游，学生
在组织语言时说的很完整，很通顺。“我建议大家到……因
为……”“我想让大家到……因为……”。不光学生的语言
组织的非常到位，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在进行作业展示时，
由于星期天给学生布置了做树叶贴画的作业，学生的作品真
是五彩纷呈，有用树叶粘贴成小兔子的，有用树叶粘贴成海
底世界的，有用树叶粘贴成各种各样植物的样子……我问学
生是自己做的，还是和家长共同完成的。有的说是自己做的，
有的说是和家长一起完成的。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要求同学们在习作里，向
老师、妈妈、邻居、小伙伴或其他的什么人说说自己的心里



话。什么是心里话呢?所谓心里话，当然是心里想说的话。它
往往是嘴上说不出，或不便直接说给对方的话，是人们心底
里最真诚、最无私的`表白。

既然是说话，就要有说话的对象。你想向谁说心里话呢?这个
人也许是你的老师、爸爸妈妈，是你的好朋友，或是一个和
你只有一面之交的路人。总之，你的习作中要有一个明确的
倾诉对象。写的时候，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像上面那篇
习作一样，用第二人称“你”或“您”，直接对倾诉对象说。

说心里话，一，话要具体、明白;二，话要自然、真实。只有
真诚的愿望、平易的态度和无私的情怀，才能使人与你亲近，
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才能让人产生心灵的触动。当然，你
说的话不一定完全正确，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对同伴是友善
的，对生活、社会、家庭、学校是有责任感的，对未来是充
满信心的，别人是一定能够理解的。

作文，是我们学习做人的一份记录。相信别人看了你的习作，
一定可以明白你真实的想法，并从中找到你成长的足迹。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在口语交际课上最害怕的是学生无话可说，“以诚待人”这
个话题太泛了，为了让学生有话可说，而且说得全面，在这
次我设计了几个情境让学生自由选择：

这些交际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提供了交际范例，让学生有的放
矢地进行口语交际训练

二、面向全体，关注每个学生

在本堂课让所有学生都能得到练习的机会。一开始从课文、
从身边的人和事来说以诚待人，我给了全班同学充分的时间
来表达。在表演小品的时候，我让学生自选情境进行小组练



习，在评议的时候，也让学生畅所欲言。在最后解决实际问
题时，我把课堂的主导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己面对全班
同学，提出问题，寻求帮助。这样，保证了全班同学都能得
到多次发言的机会。

三、实现由课本走向生活

在本堂课，让学生联系本单元的课文，理解以诚待人的方式
很广泛，不仅仅是诚实，它还包含有尊重、宽容、理解等。
有了这样的铺垫学生在后来的交际情境中更入情入境，更会
去处理一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