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妈妈的手真巧后面 妈妈的账本教学
反思(精选6篇)

典礼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庆祝和纪念，更重要的是通过特定的
仪式仪态，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并牢记特定事件或成
就的重要性。如何举办一场精彩而难忘的典礼？这是我们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小编整理了一些典礼总结的经典语句，
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写总结时提供一些创作思路和表达方式的
参考。

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一

我在课前充分遵循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好动的心理特征，投
其所好地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满足学生的表现欲望。
让一位学生扮演妈妈，一位学生演孩子，让孩子手拿鲜花送
给妈妈，并对妈妈说一两句话。如：“今天是三八节，妈妈
您辛苦了，鲜花送给您。”或“今天是母亲节，我祝妈妈节
日快乐。”“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我祝妈妈身体健康，天天
开心！”培养学生对自己亲人的关爱。

二、教师示范多样化，突破难点

一次美术活动中《我给妈妈画张像》，我从欣赏妈妈导入活
动，并且还准备了几位不同发型的妈妈，有长发、短发、卷
发。然后教师示范画，一年级的小朋参对绘画人物还没有一
定经验，所以我给学生做了详细的示范，为了拓展学生的思
维，我还示范了三种发型的妈妈。让学生自由选择画自己的
妈妈。

三、评价多元化，课堂成生完备

通过评价反馈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和出促进功能。我采用多
种方式激励学生，例如：鼓励性的语言、小红旗或是小红花



等。学生还自评，互评。只要教师与学生形成坦诚、关怀和
相互尊重的关系，并用发展和全面的眼光看待学生，培养学
生客观地认识自己，提高他们的反省能力。使学生感受到教
师对自己的关注和期望。由此产生进步的动力。

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二

《生气的爸爸妈妈》讲述的是一对爸爸妈妈怄气吵架后，宝
宝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不吵架的故事。

活动中，我先提问孩子，“你们见过爸爸妈妈吵架吗？爸爸
妈妈吵架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情和动作？”“我爸爸
和妈妈吵架的时候脸会板着的，看起来有点怕怕的，”“爸
爸和妈妈吵架的时候，我妈妈会不和爸爸说话，不理爸爸”
孩子们开动自己的小脑筋，把爸爸妈妈吵架时的情形都说出
来了，于是，我出示图片，“以刺猬妈妈和狮子爸爸”导入，
先让幼儿看看图片上有谁？看上去怎样？充分发挥幼儿的想
象，让他们猜测爸爸妈妈生气的原因。接着我开始分段讲述
故事，以夸张的手法及语气讲述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的转折处是宝宝一不小心磕了一下，爸爸妈妈由心疼孩
子、关心孩子，自然而然消了气，妈妈也没有象故事开头那
样要拉着宝宝回外婆家，而是抱着宝宝坐在沙发上，爸爸也
赶紧拿来了毛巾，给宝宝敷伤口，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不
分开。最后，我利用故事对孩子进行了教育，让孩子们思考
有什么办法让爸爸妈妈别吵架，而自己又不发生任何意外的
情况。孩子们想出了办法，有的说：“我要唱歌给爸爸妈妈
听”有的说：“我可以给爸爸妈妈表演个杂技”还有的孩子
说：“让爸爸妈妈带我到公园去玩”孩子们的想法都很好，
最后我告诉孩子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和爸爸妈妈说“别
吵了，我们是亲亲热热一家人”说完，孩子们也跟着说了一
遍，“亲亲热热一家人”。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知道了家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的集
合，充满着温馨，孩子从出生起就和家人亲亲热热地生活在



一起，孩子渴望妈妈温暖的怀抱，期盼和爸爸一起游戏，也
许爸爸妈妈之间偶尔会有争吵出现，也许家人之间会有些不
开心的事情发生。有时是为了孩子的事，有时是为了其它的
琐事，但到最后家人始终能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因为最后他
们都能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同样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能取
得一致，不采用打骂的方式。

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三

《妈妈的账单》讲的是妈妈看到儿子开出的账单，妈妈什么
话也没有说，而是按照儿子的要求，把儿子索要的报酬如数
放在他的餐盘旁，同时给儿子留了一份总额为零，却满载着
母爱的账单。学习这篇课文的目的是在深入领会课文内容的
基础上，受到关心父母、回报父母之爱的教育，学会关心别
人。这一点对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来说更为重要，他们平时享
受惯了，觉得父母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因此，在教学
中更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

我选取了课文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彼得写的账单和妈妈写
的账单，把两份账单放在一起，请学生进行对比，先让学生
读这两份账单，想想两份账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学生经
过对比，发现妈妈写的账单都是0芬尼，而彼得却向妈妈要60
芬尼，第二发现时彼得为妈妈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妈妈为彼得做的事都要花很多的心血，而且一做就是十年。

接下来，我让学生探讨“学习提示”中的第二个提示：妈妈
既然做了那么多事，而且一做就是十年，为什么要在账单上
写上0芬尼。对比读账单为学生感受妈妈只求付出，不求回报
的无私的爱做了很好的铺垫。强调“问题提出”在“问题解
决”中的重要性，顺应了现代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拓宽
了“问题解决”的教学功能，即“并非仅仅是教会学生解决
问题——特别是别人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帮助他们学会逻辑
推理的思维。



总之，在培养学生素质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语
文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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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四

《妈妈的帐单》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通过学习，让同学们
认识到母爱的无私，由于现在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多，
父母亲都把自己的儿子当成宝，一直在默默地付出自己无私
的爱，但是，大多孩子在享受父爱、母爱的同时，却忽略了
自己也该回报一下父母亲。

因此，在教学本课时，我让学生反复读课文账单，仔细体会
到小彼得的妈妈的帐单上是0芬尼，蕴含着妈妈对小彼得的无
私的爱。在理解的基础上，我让孩子们也谈谈自己妈妈对自
己的`爱，孩子们的兴致也很高。在第一次进行教学时，个别
环节太费时间，有些问题没有意义，比如“小彼得这个懂事
的孩子，他怎么会想到给妈妈开账单？”也对一些问题的设
置位置进行了调整，比如第一次安排在研读账单后的“如果
你是小彼得，你会想起什么？”调整到课文总结时。“你什
么时候会感到羞愧”这个问题改为“羞愧是什么意思？”在
调整了教学环节后，我进行了第二次的公开课。

在这次公开课中有优点也有不足。对于略读课文，能够让学
生充分读两份账单，并理解账单的内涵。并让学生体会两份
账单的不同，抓住妈妈的账单，体会妈妈账单中的爱，让学
生再次有感情地读账单。然后通过小彼得的一些动作词语，
体会他此时的心情，引导学生在阅读时注意关键词。此外，
在这次教学中还是有不足之处。在课堂上的引导还不够，平
时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不到位，导致学生回答问题
总是不完整。



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五

《妈妈的账单》是小学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篇略
读课文。该单元课文的主题是“可贵的亲情和友情”，课文
讲的是小男孩彼得给妈妈开了一份账单，索取他每天帮妈妈
做事的报酬；当小彼得在他的餐盘旁看到他想要的报酬时，
同时也看到了妈妈给他的一份账单，这份账单让小彼得感受
到了母爱的无私与无价，他惭愧地把索取来的报酬塞进了妈
妈的口袋。

这篇课文切入角度独特，把母爱的无私和无价表现得极为动
人。看到儿子开出的账单，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是按照
儿子的要求，把儿子索要的报酬如数放在他的餐盘旁，同时
给儿子留了一份总额为零，却满载着母爱的账单。学习这篇
课文的目的是在深入领会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受到关心父母、
回报父母之爱的教育，学会关心别人，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
语，精彩句段，培养语感，同时为综合性实践活动的开展奠
定基础。

一、充分利用“学习提示”引领整课的教学。

从三年级上册开始，每篇略读课文前都会有一段编者写的话，
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学习提示”。学习课文前，我先让学生
读这段提示，明确学习要求，使得教学环节清晰又有条理，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任务非常明确，有利于学习活动的开展，
同时也让学生明了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这样的.话，当学生
到了第三学段，遇到略读课文的时候，即使老师还没有教，
学生也可以按照“学习提示”自己来学习课文。我觉得这是
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指导。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在我们第二学段的教学中，我想老师一定要重视培养学生的
语文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我围绕学



习提示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请学生边读边思考课文的主要
内容，因为刚刚是中年段的起始阶段，学生组织语言的能力
比较差，因此，教学时我没有要求一步到位，而是辅以手段，
把这个问题分解成三个小问题：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
最后写什么。这样让生的语文能力有所发展，学生从说得不
太好到说得比较清楚、简洁。

三、教材处理比较得当。

我选取了课文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彼得写的账单和妈妈写
的账单，吧两份账单放在一起，请学生进行对比，先让学生
读这两份账单，想想两份账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学生经
过读对比，发现妈妈写的账单都是0芬尼，而彼得却向妈妈
要60芬尼，第二发现时彼得为妈妈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而妈妈为彼得做的事都要花很多的心血，而且一做就是
十年。在此基础上再和学生探讨“学习提示”中的第二个提
示：妈妈既然做了那么多事，而且一做就是十年，为什么要
在账单上写上0芬尼。对比读账单为学生感受妈妈只求付出，
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做了很好的铺垫。

四、适当安排读写结合。

在学生感受了彼得妈妈对彼得的爱之后，我让学生回顾自己
的生活，联系生活实际，题自己的妈妈写一份账单，我给他
们每人发了一张作业纸：

妈妈的账单

为（谁）（做什么）元

为（谁）（做什么）元

为（谁）（做什么）元



……

共计：元

在写账单时，让学生回忆自己的妈妈为自己做的看似平常却
饱含妈妈关爱的事。把课文中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与自己的生
活勾连起来。通过写账单，让学生感受妈妈对自己的关爱，
这样安排，既提升了学生的语文能力，又升华了情感。

妈妈的手真巧后面篇六

《妈妈的账单》是一篇略读课文。这是实习生邹玖菊老师第
一次执教这样类型的课。教案设计详实，多媒体操作熟练，
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下面就具体来说说。

本堂课，邹老师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解读妈妈的帐单和小彼得
的帐单这一重点部分的学习，引导学生解读两份帐单，层层
深入，真切地去体会母爱的无私与无价，并感受文中小彼得
的情感变化。邹老师先从妈妈的帐单入手，在学生读完妈妈
的账单后，引导学生紧紧抓住“十年幸福生活”、“十年中
的吃喝”、“生病时的护理”，体会这0芬尼包含了什么？孩
子们感悟到了那是妈妈那份无价的、无私的、无声的母爱，
这份爱是沉甸甸的，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通过读小彼得的
账单，让学生体会60芬尼说明小彼得是一个自私的人。

文中最后一段，描述了小彼得的心理变化，老师让学生找出
其中的关键词语“羞愧万分”、“怦怦直跳”、“蹑手蹑
脚”、“小心翼翼”，设身处地的结合小彼得当时的心情，
来理解这些词语，在“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意思时，
即从字典中知道意思，再通过学生做动作来理解词语更直观
形象。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解读文本，理解文中作者所表达的真意，
邹老师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谈一谈自己帮父母做



过什么事，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你怎样评价当时的
做法。学生都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并意
识到今后要怎么做。从学生的质朴回答中，看到了他们为自
己当初的行为所感到的惭愧与内疚。通过这个环节的设计，
让孩子们真切地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深深地体会到了伟
大的母爱，并真正地懂得了该如何去表达爱，回报爱！

1、指导学生阅读的环节上不到位，整篇课文读的份量不足。

2、对于略读课文的教学要与讲读课文的教学进行区别。本节
课作为略读课文，要多放手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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