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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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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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中，我先让学生找出生字，同同桌交流学习生字，开火
车读生字并组词来识记生字，最终用自我喜欢的生词说一句
话，经过这种形式的训练，使学生在学习生字时，一步一步
层层深入地进行了语言文字的训练，使生字教学和语言文字
训练进行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单单为学习生字而学习生字。

在教学生朗读课文时，我先配音示范读，再让学生充分发表
自我的意见，学生各抒已见，对教师的朗读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学生在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掌握了朗读的技巧。在引
导学生看图后，我启发学生发挥想象并根据个人的感悟作出
相应的动作。如：读到“举头”学生把头稍微抬起，仿佛眺
望天空，“低头”则低下头沉思，做出思念家乡、亲人的神
态。这样，学生在看图、听读、朗读、表演中不知不觉悟出
诗境并且也能因熟读而成诵。

作为教师，要努力创设学生创造本事的民主环境，要善于分
析并支持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个人看法，要让学生学习的创
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让他们有自我独特的法。如，在朗读
课文后，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你们读古诗后有什么明白的
或不明白的地方吗?”学生的回答是丰富的：“我明白
了‘霜’的意思，它是指‘霜冻’”。“我读懂了‘床前明
月光’是说床的前面有明亮的月光”。“我读懂
了……”“我明白了……”学生大都是对诗意的理解。这种



开放性的提问，不仅仅让学生读懂了诗意，还促使学生说一
句通顺、流利地话。

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篇二

《静夜思》这首诗堪称李白诗中的经典，所以大部分学生都
会背诵了，故教学重点放在了读准字音和理解古诗上。

家长教孩子背古诗，一般不会注重字音有没有念准了，所以
听孩子们背诵这首诗，要么全都是前鼻音，要么全都是平舌
音，所以纠正字音，要花一定的功夫。首先课题中的“静”，
很多孩子都没读准，它是后鼻音，比较难度，“思”是平舌
音，个别孩子常读成翘舌音了，把古诗的题目读正确，也花
费了不少时间。

其次在理解诗意时，大部分孩子都对第二行有疑问——疑是
地上霜。抓住了这个难点，我首先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霜，
恰好今天早上发现塑胶跑道上有一层白白的霜，就带孩子们
去看了看，并加以解释，当气温下降到0℃以下时，近地面空
气中的水汽附在地面的土块、石块、树叶、草木、低房的瓦
片等物体上，就凝结成了冰晶的白霜。接着让孩子们读读第
一行和第二行，说说李白觉得什么像地上的霜，到底是一年
级的孩子，很多孩子没认真读就开始乱猜“月亮”、“床”，
甚至猜到了“李白”，于是我让孩子们别急，再仔细读读一、
二两行，第二次读，很多孩子都有了新的体会，“月光像地
上霜。”是啊，李白觉得月光洒在床前就像地上的霜一样。

此时如何让孩子们体会到，当时李白外出游子的静夜思乡之
情，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着作者
的心弦，此时的凄凉孤寂让孩子们去体会可能困难了点。于
是我试着让孩子们想一想，你们觉得月光洒在地上像什么，
孩子们对这种充满想象力的问题最有兴趣了，有的说像一层
白白的纱，有的说像白糖，有的说像条白裙子……是啊，为
什么作者不把月光比作白纱、白裙，而是比作寒冷的霜呢?说



明当时李白的心情如何?孩子们慢慢地体会到，李白当时孤单、
寂寞的感觉，这样对读好这一句和理解第二句“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有很大的帮助。正因为思念家乡，思念亲人，
无法立刻回去和他们团聚，所以才有“疑是地上霜”的感觉。

像这样突破难点，以点带面的教学方法，在本课中取得了比
较好的效果。

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篇三

根据学生年龄小、活泼好动的特点，我在教学中力求激发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在愉悦和谐的课堂气氛中
获取新知，并培养了学生的多种能力。

为此，我在本课的设计中，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新旧知识的切入口，从而有效地突出新知识的重点，为突破
难点做好准备。

教学中，教师演示与小组合作讨论相结合多层次的信息反馈，
全班的教学活动与个体差异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处于积
极的思考状态，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电化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新手段，它能通过动画、声音、
色彩等来创设情境，渲染气氛，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本课始终穿插着电脑画面，低年级学生喜欢听故事，
爱玩好动，因此在教学中始终由李白天鹅来牵线，在意境中
完成识字、朗读。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让学
生认识字宝宝。这样激发了学习兴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学会并巩固了所学知识。

总之，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注意到为充分调动全体学生主动参
与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条件，使他们学得轻松，学得快乐，真
正体现了上课注意力集中，下课之时仍能兴趣盎然，做到了



教与学融为一体。

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篇四

在介绍背景解诗题时，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课标十
分重视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指出：“要利用语文教学的各
个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要在课内外创设各种各
样的交际情境，让每个学生无拘无束地进行口语交际。”所
以，不用旧模式老师介绍，而让学生介绍自己搜集来的资料，
效果更好。学生在介绍李白和写作背景时，便培养了口头表
达能力及听说能力，明白了题目的意思，又为理解古诗的内
容做好准备。

在理解诗意时我注重多让学生朗读、交流。这样既不会破坏
诗歌的朦胧美，又可以促使他们动脑思考，自主学习。“要
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没错，学生们喜欢
读书，喜欢多种形式、变着花样读书!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
有独立的人格，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个学生都蕴藏
着独立学习的巨大潜能。”古诗教学也要力求做到以学生为
主体，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古诗的阅读、鉴赏能力
的提高，将会使学生在今后的习作中，形成言简意赅的文风。
那么教会学生自学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笔人
生财富啊!

一年级静夜思教学反思篇五

一年一期的古诗《静夜思》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篇，在学
习之前我就预料到每个学生应该差不多都会背，可是通过课
前摸底发现其实好多根本不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认为自
己会背了就不用学了。真要叫他们理解诗意，那也是不大可
能的，因为他们长句都读不好，怎么在这堂课能激起学生学



习的兴趣呢？在走进课堂的那一刻，我心里还是没有底，但
我知道我不能像平时那样上了。所幸一堂课下来，倒也有了
新的启发。交给学生识字的主动权，在板出课题后，让学生
读读《静夜思》三个字，然后请他们说说：你想提醒大家读
好哪个字？学生就说出了“静”读后鼻音，不能念成前鼻音，
“夜”是整体认读，不能拼读。于是随机教学静与夜，给它
们找找朋友，说说能用什么办法很快记住这两个字。但我还
不满足于此，我又问：哪个字告诉我们诗人是在什么时候写
的诗？哪个字告诉我们周围有没有声音？“思”是什么意思？
他在思念着什么呢？意外的是，学生很快都明白“静”
和“夜”的'意思。那诗人思念的是什么呢？以此，学生的意
识到了新的学习梯度，马上进入了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