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党员大会会议记录内容(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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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一直从事低年级教学，我经常思考，如何让字词教学不在那
么枯燥无味，很好的把字词教学贯穿于游戏中，还要达到字
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效果。犹如春风化雨，涓涓
细流，在无声中注入孩子的心田。

《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段“识字写字”方面提出的要求
是“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因此，低年级的
语文教学要求做到入情入境，牢牢抓住学生的年龄特征，调
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在复习生字时我采用了动态桃花图。这
样更能吸引孩子的眼球。在多音字“种”的区分时我让学生
做具体的动作，三声用于名词，同时也给学生灌输了动词的
概念。

生字“单”“乐”都是要求会认的字，学生已经认识了，如
何能按汉字笔画顺序书写规则来写，这就是本课的重点。在
以往的教学中，对于某些字的笔画顺序我们自己也拿不准。
根据汉字书写规则来书写，有理有据，也就不容易出错。

《语文课程标准》把“喜欢阅读”放在一年级教学目标的第
一段。在这一课中学生有着不同目的的读：为感悟而读，为
理解而读，为解疑惑而读等。一年级的起始读，重在培养兴
趣，让他们在阅读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中热爱阅读，因此朗
读和想象是他们学习课文的重要方式。学生反复朗读课文，
从读通、读懂再到有所发现，在读中感悟树和喜鹊从到快乐



的变化，从而感悟到有了朋友就有了快乐，朋友之间和睦相
处。为了体现鸟的多，我让孩子想象鸟窝里还有什么？学生
想象到了小鸟、鸟蛋。甚至也想象到了鸟的粪便可以给树施
肥，鸟可以传播种子等等。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比学会知识本身重要得多，
对一年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教学中，重视了写字的指导，
保证了学生的书写的时间，通过重点笔画的指点，学生通过
范写相互提醒，学生自己书写有争议的笔顺和容易出错的字，
持之以恒的课内书写指导，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并
能发展为自主写字的能力。

上完课后，我也发现细节考虑不周，朗读指导不够细致深入，
以后要多听其他老师的课，在这方面多注意，多下功夫。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校内公开课，我选择了教学《树和喜鹊》的第一课时。上完
后，觉得教学效果较好的有两处。一是利用插图，梳理文脉。
课文采用三段式结构来写，都是先描写一个场景，再用一句
话写出树和喜鹊的感受。书上有三幅插图，但内容和文字不
完全匹配，所以我将图修改，让学生找与图相关的'段落，学
生都有看连环画的经验，所以找起来比较容易。

课堂上一开始有学生说与图一配的是第一自然段，又有另一
学生说是第一二自然段，我肯定了第二个学生的回答，指出
理由：他还关注到了树和喜鹊的感受。后面两幅图，学生就
能找得更准确了。第二是教学“孤单”一词，引导学生关注
数量，关注“只有”，并体会带“只有”的句子的情感，学
生对于“孤单”的理解很到位，也能通过朗读体现出来。

课堂上，学生没能好好理解“邻居”一词的意思，有点小意
外，也是提醒我不能太想当然，想当然地以为这个“邻居”
与孩子生活有联系，就不好好思考理解的方法。课后，李老



师告诉我一个想法，我在此记下：要理解邻居，重点理
解“邻”，将“邻”组成词语“邻国”“邻村”，了解
了“相邻”的。含义，然后再理解“邻居”的意思。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达到
识字的目的。

一、识字方面

2、比较联系识字 在生字中有许多形近的，在学习时，不让
学生单独去认字，而把形近的字一并出现，在比较中识字在
联系中区别。

3、游戏识字 学生学过的字很快会忘记，在教学过程中，巧
妙利用游戏设计丰富多彩情境使学生乐学，喜欢学，有主动
学习的意愿，能够主动识字，快乐识字。

4、结合生活识字 汉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让学生养成
留意周围的事物，学习生字的习惯，我让学生在校内，在家
里，在街道，在社区，通过读书，看报，看电视，看广告
字……只要见到汉字，就鼓励学生自己去识记，不认识的字
主动回家问家长，达到识字目的。

5、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字义 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我还根据汉
字字义方面的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指导学生联系实际
生活，用具体事例加注明，我用直观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字义，
把抽象的知识变成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东西等，
帮助学生在理解字义方向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写字教学

一年级起步阶段，教师要详细指导写字的基本笔画、笔顺规



则，要求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都要尽量要求。一横，一
竖，一撇、一捺……教师都要笔笔指导到位。教师的范写很
重要。示范是写字教学的先导。在指导学生整体认知之后，
教师要在黑板上画好的田字格中示范，向学生展示写字的全
过程。教师要边演示边讲述：这个字是什么结构，第一笔在
田字格的哪个部位落笔，每一笔画的名称、运笔方法以及笔
顺等，使学生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但是，对于一年级的
孩子来说，仅仅范写还远远不够，由于受到观察能力的限制，
学生的临摹并不能一步到位。此时，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有些难的生字要个别示范，在当众
示范以后，有些 学生还是掌握不好正确的书写要领，教师就
得个别辅导，由于是面对面，学生对老师的示范，往往观察
的比较清楚，能较快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之处，当然对于一些
孩子还得手把手示范，这种方法是针对初步写字的小学生，
通过手把手，教师直接牵动学生手指，使其能较快地形成正
确的书写动作。尽管教师在课堂上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示范方
法，但学生们在作业中还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
需要教师在批改时，在原字的旁边给以示范或修改，并要及
时地总结，使学生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三）阅读教学

找不到人物的对话，不能从文本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以上种
种读书现象，使得在语文教学中完不成教学任务，达不到某
些教学效果。课外之余我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怎样才能提
高学生的朗读水平和阅读能力呢？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朗读
不流畅原因一：没有牢记掌握课文中的生字，也就是识字量
根本不够。一年级学生刚刚接触课文，每课的生字数量增多，
难记，特别是这学期，识字任务更大，字行复杂，有些很难
找到好的识记方法，没有识字经验，只能死记，所以处理这
个问题，除了多给学生提供识字方法外，再就是让学生多读，
让家长给孩子读童话故事，提高孩子的阅读欲望，读完后家
长签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不理解文章感受情，读起句
子来会断句，不会停顿，不会换语气，我想这和学生的理解



有关，一年级的阅读教学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读通、读懂每
一句话，特别要指导学生读通长句子。学生一遇到长句子往
往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断句，有时候还出现把一个词分开读的
情况。这时候老师要注意领读或范读，还要讲明这样读的理
由。在读通顺的基础上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句子，知道句子
的几种构成形式，最后要让学生理解句子讲的是什么意思。

阶段成果： 通过以上教学，下半年学生识字，写字，阅读的
积极性大大提高，识字量大了，理解能力也有所提高，铅笔
字书写规范了。

存在问题：

学生的持续性不够，坚持了以阶段，又有松懈的现象，偷懒，
书写不端正，时有发生，这要求教师时刻提醒学生，激励学
生。

一年级是一个人的学习的起点，我们一年级的老师责任重大，
我们既要让学生喜欢学习，还要给学生一个欢乐的童年。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课文用生动的语句和细腻的语言描写了小鸟和小树由孤单到
快乐的生活经历。告诉孩子们有了邻居，有了朋友，大家一
同玩耍，一同游戏，才能享受快乐的.生活。在教学中，我是
这样做的：

同时，多种形式识记生字的方法，调动学生识记生字的兴趣，
把枯燥的生字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并加深了学生的记忆交给
学生评价的方法，通过学生对学生的评价来提高朗读水平。
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认真倾听他人意见的好习惯，还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这为理解课文内容，流利的读文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篇课文，学生可能会对有些词汇不太了解，要通过做



动作、联系上下文猜测、教师讲解等方式让学生理解。所以
多种形式的朗读对于他们在理解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同桌互相倾听对方朗读课文，然后相互帮助和指导。说说
同学读的哪些地方值得自己学习，还有哪些地方自己读得比
较好，再互相说说自己朗读时的体会。利用范读，创设情景。

2．同学间互相讲一讲这个故事，同桌或小组同学互相补充，
然后推举一名同学在全班讲故事。在朗读或讲故事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倾听和观察，了解学生对课文的哪些地方理解较
好，还有哪些地方在理解上有困难，要抓住时机及时指导。

和爸爸、妈妈一起读。学生带着对课文的理解，课下可以和
爸爸、妈妈一起阅读讨论这个故事，然后同学间交流和爸爸、
妈妈一起读的体会。

这一环节的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在与
父母阅读的过程中更加深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感。教育学
生以实际行动孝敬父母，尊敬父母。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好
孩子、好儿女。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课文用生动的语句和细腻的语言描写了树和喜鹊由孤单到快
乐的生活经历。告诉学生有了邻居，有了朋友，大家一同玩
耍，一同游戏，才能享受快乐的生活。

同时，多种形式识记生字的方法，调动学生识记生字的兴趣，
把枯燥的生字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并加深了学生的记忆交给
学生评价的方法，通过学生对学生的评价来提高朗读水平。
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认真倾听他人意见的好习惯，还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这为理解课文内容，流利的读文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篇课文，学生可能会对有些词汇不太了解，要通过做



动作、联系上下文猜测、教师讲解等方式让学生理解。所以
多种形式的朗读对于他们在理解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同桌互相倾听对方朗读课文，然后相互帮助和指导。说说
同学读的哪些地方值得自己学习，还有哪些地方自己读得比
较好，再互相说说自己朗读时的体会。利用范读，创设情景。

2、同学间互相讲一讲这个故事，同桌或小组同学互相补充，
然后推举一名同学在全班讲故事。在朗读或讲故事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倾听和观察，了解学生对课文的哪些地方理解较
好，还有哪些地方在理解上有困难，要抓住时机及时指导。

和爸爸、妈妈一起读。学生带着对课文的理解，课下可以和
爸爸、妈妈一起阅读讨论这个故事，然后同学间交流和爸爸、
妈妈一起读的.体会。

这一环节的设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在与
父母阅读的过程中更加深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感。教育学
生以实际行动孝敬父母，尊敬父母。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好
孩子、好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