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 一年级
教学反思(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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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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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轻轻地》这篇课文写的是妈妈和“我”起床了，看到下了
夜班睡得正香的爸爸，我们轻轻地穿衣、轻轻地走路、轻轻
地说话，怕吵醒爸爸，充满了和睦的家庭氛围，是一篇很好
的教育素材，所以在教学理解本篇课文的时候，联系学生实
际生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关键。

在教学《轻轻地》这篇课文时，我充分利用这一点，让学生
从日常的生活积累，走进生活、贴近生活，在情感体验中去
解读文中的重难点，如表演妈妈和“我”轻轻地做事，教学
也就显得轻松了许多。当学生已经熟读了课文并且理解
了“轻轻地”的含义，情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他们联系自
己的生活说了很多很多：妈妈下班了在喝茶，我要轻轻地说
话不能打扰妈妈休息；爸爸上班累了一天了我要轻轻地做我
自己的事不能打扰他……看着同学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体会家
人工作的辛苦并能够为家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让同学们
互相评价完毕之后，此时我进一步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评价
课文中的小朋友，这下子同学们已经从自己的生活中有了一
个情感的体验，他们就会结合自己的感受来理解课文领悟课
文，已经不再需要教师以聚居区引导了。

因此，理解课文，感悟情感，联系生活，适度放手让学生自
说自悟才是最重要的。教师只要抓住关键问题提问就可以了。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本周四，在周老师的帮助和点评下，我上了改版后的《认一
认4》中的后八个生字：花红草青春种秋收。

在复习完九个复韵母之后，我借助一首古诗《锄禾》，用考
一考小朋友的形式，我读上句，小朋友读下句，自然导入
到“春种秋收”这四个字。我把这四个字分成两个词语来教，
春种和秋收，虽然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是我们知晓的自
然规律，但是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陌生，于是我出示了
大量关于春天播种和秋天庄稼丰收的图片，使小朋友有了直
观的认识。在我出示农民插秧的图片时，有一个小朋友直
呼“啊呀，好脏啊”，我顺势对小朋友进行情感上的教育：
你们看，农民伯伯种庄稼不怕苦不怕脏，为我们种出了这么
可口的粮食，所以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不能浪费粮食，这
也对应了古诗里的句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之后
“花红草青”四个字教学时，我让学生观察图片，练习说话，
试着说一个小故事。有两个小朋友进行了尝试：一个小朋友
重点描述了小朋友的行为和妈妈说话的内容，另一个小朋友
则重点描述了公园里的花很红，草很青。于是我试着将二人
的说话内容进行糅合，练成一段完整的话，并再次试着对小
朋友们进行情感上的教育：你们看，我们的校园正是有无数
的红花青草装扮，才这么美丽，所以我们平时不能随意践踏
草坪，采摘花朵。

但是这节课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1、在认读生字的过程中，
我采取的读字形式有点单一，只有开火车一种游戏，如果能
多变换读字形式，如听音传卡片，击鼓传花等，相信我的课
堂会活跃很多。2、在将两个小朋友的说话糅合在一起时，我
可能组合得有点生硬，在语言组织上语言如果能更丰富一点，
故事更生动一点，应该可以更加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进
而在本堂课的情感教育上更加成功。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自主、合作、探研”是一种全新的、
科学的学习方式，它是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帮助下，以学生为
主体，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小组学习和全班学生的群
体作用。由于我班学生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在这节课的字
词教学中，我运用了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
小能交流识记生字的方法，并通过读一读，圈一圈、比一比
的方法来识记生字。这样，全员积极参与活动，照顾了全体
学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让学生共同学习，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知识来源于生活，生活是知识的源泉。在教学中，我充分利
用这一点，让学生从日常的生活积累，走进生活、贴近生活，
在情感体验中去解读文中的重难点，如表演妈妈和“我”轻
轻地做事，教学也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新理念下的课堂应成为关
注人，充满生命力的过程与空间。这节课教学中，我和学生
成了和谐互动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如在朗读时，“是你
们先读，还是我先读。”“其他同学和老师一起当评委？”
这些具有亲切的语言，真正把教师融入学生之中，形成了一
种平等的良好氛围，对全体学生的关注与尊重、鼓励与赞赏、
引导与帮助，激发了学生阅读思考、识字的兴趣，做学生绐
终处于学习的主体地位。

师生是教学的参与者，他们真诚敞亮自己，彼此欣赏，互相
悦纳。学生感受到平等、自由、尊重和理解，同时受到关爱、
激励、鞭策和鼓舞，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这种
人文关怀使教学处处充盈着奔涌的激情。这些是师生对话得
以存在和舒展的人文情境。在互动对话中，师生参与对语言
文字的诵读、感悟、积累和运用的实践，谈见解，磋感受，
挖掘语言的人文底蕴，求得情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共振。语文
社s版一年级上册的《轻轻地》是一篇散文，描绘了爸爸昨天



上夜班，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我”和“妈妈”轻轻地起床，
轻轻地穿衣、过路、说话，怕影响爸爸休息的事。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从五年级一下跳到一年级,感觉有些不太适应,原先的教学方
法、手段、形式等都不管用了，两个月的教学让我感触颇多。

班里51个孩子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其
中有一个孩子比较特别，他来自贵州，从他的各方面看得出
来他的家境不太好，他跟他爸爸在云和打工，妈妈在老家，
爸爸为了生计整天上班，晚上还加班，不上学时就扔他一人
在家里，没人管，也没人关心，所以他总是那么的好动。上
课时，不是动边上的同学，就是低头在玩东西，什么东西都
是他的玩具，甚至把凳子上的螺丝也拧下来玩，拧完了自己
的拧别人的。下课不是打这个就是打那个，要不就拿别人的
东西。抽他读书时听不见他的.声音，天天回家的作业都是空
白的收上来的，让他回家读书让家长签字对他来说他有不签
的特权。这样的孩子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刚开始，我用对
付五年级学生的办法去治他，让他站着上课，从他自己的座
位一直站到了我的讲台前，前站站后站站，一点也不管用。
后来我就用罚，罚他读书，罚他写字，把他留下来，发现还
是不管用，唉，还真是难对付的主。

怎么办呢？我寻思着。一次在办公室里看见一个同事拿着一
张五角星贴纸，突然我发现其实是我自己的方式不对，是我
自己还没调整好自己的角色。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一些五角星
贴纸，上课我也改变了以严治班的方式，感觉自己有点像幼
儿园的老师了。我对他说如果他一节课不动别人或者不玩东
西，老师就奖他一颗星，下课没人告他状就奖他一颗星，能
读一课的拼音奖他一颗星，作业交来奖他一颗星，这方法还
真管用，一天下来他得了三颗星，他高兴，我高兴，其他小
朋友也高兴。同时他做得好的地方及时表扬，有进步给予表
扬，一段时间表下来，发现他进步还真不小。现在虽然他还



是比别的孩子好动，但比刚开学那段时间好多了，学习也进
步了少，每次抽他读书他也都会读了，个别不会读的我就让
小老师课后教他读，这样他挨批评少了，受表扬多了，学习
兴趣也大了，人也开朗了不少。这真是奇妙！

这个孩子的转变让我意识到作为一名老师，要让孩子适应你
的教学，首先你自己先要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孩子的生活，
走进孩子的生活，给孩子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
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多表扬少批评，对孩子至少是一
年级的孩子是很管用的。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匆忙中又走过一个月，反思本月的教学工作，觉得语文教学
真是有好多的东西需要在平日教学里勤恳挖掘，就要像蚯蚓
不断地去松学生小脑袋里的土壤，使他们获得新鲜的知识的
时候又得到新鲜的思维方式。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本月语文教
学做以下反思：

在这册书中大量的识字认字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学习时我
采取了多种方法帮助孩子认字识字。

1、根据学校的自主学习研究专题，先交给学生掌握自学生字
词的方法。借助拼音识字；和家长一起读一读。

2、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识字采取了各种指导方法，让学生能
根据自己的经验用加一加、减一减、组词、和自己、同学的
名字联一连、等方法识记。

通过教学，大部分学生都能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识字，在认字
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班级里有2、3个学生认字速度慢一
些，其余学生较好。

朗读教学也是本册教学的重点。在如何指导好朗读，我采取



了如下方法。

2、老师范读。每一篇课文精彩的地方或是难懂的文字我都要
进行范读。使学生在听读的时候揣摩老师为什么这样读，老
师为什么要把这个词重读、要把那个句子度的很轻，等。在
听读中感悟文字所表达的思想。

写话教学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因此，
从这个学期开始着重训练，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多读多说，先说后写。阅读是说话的基础，而说话是
写话的基础。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故在实际
教学中我们先要抓好阅读。”一年级是学习的基础，因此阅
读在一年级也不能放松。在阅读中孩子可以积累词汇，感受
完整的语句。孩子读得越多自然说得也多，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进行讲故事比赛，锻炼学生的说话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
兴趣。趁热打铁，可以让学生针对某个故事，谈谈读了这个
故事的感受并试着写一句话。类似这样的.形式，有的教师觉
得这样的题型一年级学生还没必要做，因此往往忽视掉而不
做。其实这也是在锻炼学生的阅读及写话能力。再者教科书
中的文章更是不可浪费的阅读素材，虽然一年级的文章还比
较简单，但作为教师必须心细，一但发现文中的成语或优美
语句，比如说“五光十色”“四面八方”等文中出现的成语
及练习中的成语，都是很好的作文素材，都应让学生积累。

（二）、看图写话，培养能力。小学语文书图文并茂，特别
是低年级，每幅插图都生动形象，富有童趣，符合这个年纪
段小学生的认知特点。给学生提供了说话素材。在每篇课文
的开始或课文讲解中都可以利用这些图画。让学生观察图画
进行说话训练时，教师就必须进行一定的指导。先指导学生
按照一定顺序找出图画上的词语，说到词语的时候，同时观
察说说他们在干什么并要求学生说完整话。这样通过一句话
一句话的练说，最后就可以连成几句连贯的话了。另外小学
语文在教学中还安排了“口语交际”的版块。也是根据一定



的要求进行口语交际，虽然主要目的是锻炼学生的说话交际
能力，但也是在为学生的写话打基础，因此教师在训练学生
口语交际结束后引导学生按照说话的顺序写下来。当然教师
也不必每篇都让学生写。对于学生写的东西，教师不必要求
过高。以鼓励为主，不断提高学生的写话兴趣。在不断的训
练中适当提出要求，关键要求学生说完整话，写完整句。课
本就是来源于生活，教师也可以脱离课本，在现实生活中找
找图画，写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更是培养学生的观
察力。

一年级咏雪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在计算技能方面，一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得比较出色，不需
要在课堂中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这样，其实为学生的自主
合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由于一年级的学生好动且注意力集
中的时间不长等原因，我们总是担心他们不能很好地进行合
作学习。学生在讨论交流的时候，往往有部分学生漫不经心
地看着别人操作，听着别人发表意见，自我却不参与到活动
中去，像一个旁观者。如何组织好一年级学生的小组交流合
作是教学的'重点任务。

一年级是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初级阶段。一年级的学生
异常喜欢童话故事，教学中我经过在改编过的故事中穿插数
学学习的知识，让他们在听的过程中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这时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就比较默契了。在教学中，我还
采用了小组间复述故事解决问题及小组间新编故事设计新的
问题两个主要环节进行小组合作。并且经过这样的讨论，平
时不愿意主动回答问题的孩子也能提出问题考考小组内的同
学了。合作本事得到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