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
语文园地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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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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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学习目标：

1、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在探索与发现中学会识字，
体验发现的快乐。

2、读记成语，能选择正确词语填空，能写几句真心话，能自
读短文。

3、能用简单的话向全班介绍主题的内容，能介绍自己的日记
及所查找的相关资料。

4、让每一个学生在通过合作学习、汇报展示、课堂互动交流
中，都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喜悦，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和学习
参力。

5、通过学习，逐步感受祖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美。

重难点：

1、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构字特点并能帮助识记、学习汉字。

2、能用简单的话介绍自己的日记及所查找的相关资料，做到
言语清楚明白。



第一课时

一、提出学习目标

1、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已经把第八组课文全学完了，今天，我们要一
起来学习《语文园地八》，希望同学们能认真学习，开动脑
筋。

2、提出学习目标

（1）认真观察，说说用什么方法来识字，你发现了什么？

（2）能给生字找朋友，并能用自己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

（3）仿照文中的识字方法写一写其它的字

（4）认真观察图能说出不同的反义词。

二、展示学习成果（我的发现）

（一）我能读准生字的音。（生读，组内纠正）

（二）我的发现：识字方法（小组内完成）（按学困生-----
中等生-----优生的顺序进行展示）

生1、我发现同一行的生字偏旁不相同，另一部分相同。

生2、我发现同一行的生字另一部分跟读音有关。（呀、蚜、
鸦、芽四个字的读音与“牙”相似）

（三）我能给生字找朋友，并说一句话。（生组词，小组成
员订正）



（四）全班交流

a组：我们组会用“偏旁+熟字”的方法识字。

b组：我们组能写出其它这样的字，如：“蜻、晴、情、睛、
倩等”

师：同学们学得很认真，观察仔细，能动脑思考。是的我们
学过的识字方法我种多样，今天，我们又新学了一种字的偏
旁与字的意思有关的字。希望同学们在今后学习生字中能运
用合适的方法识字。

三、展示学习成果（看看说说）

（一）、小组内展示

1、认真观察图想一想能说出哪些反义词？

2、写一写反义词。

（二）全班交流展示

1、比一比哪组写得多。

罴——白大——小长——短

粗——细高——矮多——少

前——后左——右单——双

2、我们组能拍手读一读词语。男同学读前半部分，女同学读
后半部分。

四、小结。



第二课时

一、提出学习目标

1、谈话导入。

2、提出学习目标

（1）能读准词语并会识记，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

（2）能择正确词语填空。

（3）能写几句真心话，做到正确通顺。

（4）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短文，并说说从中明白了什么？

二、展示学习成果（按学困生-----中等生-----优生的顺序
进行展示）

（一）展示（读读记记）

1、我能正确读词语。

（二）展示（我会选）

1、我会读一读词语“飘浮、飘扬”。

2、我会把词语正确填在句子中。

云在空中（飘浮），碰到冷风就变成水珠落下来。

彩旗迎风（飘扬），广场显得更加美丽。

3、我会有感情地读一读这两句话。



（三）展示（我会写）

1、我能写几句真心话。

我想参加比赛，能得到一张奖状。

我希望老师经常提问我，经常表扬我。

我想考100分，让我梦想成真吧！

2、我能正确地写在方格里。

3、我会把自己的心里话读给伙伴听。

（四）展示（我会读）

1、我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短文。

2、我们小组能合作朗诵。

3、我从文中知道了韩愈很聪明。

三、拓展延伸（展示自己收集到优美词语和句子。）

第三课时

一、提出学习目标

1、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喜欢动物、植物吗？把你看到或了解到的有趣的
动物、植物，讲给同学听，请同学们畅所欲言。

2、提出学习目标



（1）能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并且能用上平时积累的词语。

（2）能认真倾听别人讲话，并进行评议。

（3）能评一评谁说得好。

二、展示学习成果

小组内完成按学困生-----中等生-----优生的顺序进行展示

（一）小组内展示

（二）全班展示

《我家的小花狗》《贪玩的小猫》《可爱的金鱼》

《美丽的迎春花》《西天寺的猴子》《小白免》等

三、拓展延伸

（一）找一找身边有趣的动物、植物。

（二）小结

我们生活中有趣的动物、植物很多，请同学们做个生活的.有
心人，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并讲给别人听。

四、作业：写一篇日记。

第四课时

一、提出学习目标

1、谈话导入。



同学们，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同学很好学，平时在课内课外都
积累了许多好词，好句，好段，也学会写日记，也懂得到图
书馆查找资料。今天，我们班在这举行一个小小的展示会，
希望每个同学能把自己平时积累的、知道的、看到的与同学
们分享一下。

2、提出学习目标

（1）能把自己积累的好词好句用在说话上。

（2）能把自己写的日记展示给大家。

（3）能到图书馆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

（4）能把在自然界看到的写下来，并与伙伴交流。

（5）能认真倾听别人说话，并加以补充。

二、才艺展示

（一）、小组内展示。

1、这是我积累了许多好词，好句，好段。

2、这是我这学期写的日记。

3、这是我在图书馆查找的资料。（中华鲟、大熊猫、恐龙等）

（二）、全班展示。

1、这是我积累了许多好词，好句，好段。

2、这是我这学期写的日记。

3、这是我在图书馆查找的资料。（中华鲟、大熊猫、恐龙等）



4、秋游时，我们参观了陶瓷博物馆。我们知道了德化的古瑶
址有……德化是中国的三大古瓷都之一。

三、评议。

四、作业

课后继续把自己平时积累的知识与同学交流。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1、“识字加油站”是平时孩子们玩过的玩具，知道玩具的名
字，读起来比较容易。在落实字的认识上同学们接受的很快。

2、字词句运用版块中，“一会儿……一会儿……一会
儿……”在学习课文时学生已经能够造句了，所以这部分内
容很快就接受了。积累的表示心理活动的词语在老师的启发
下也很快地找出了不少于三个。

3、节气歌内容学生大部分能当场背来，阅读教学版块同学们
基本了解手影的特点，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不足之处：在写话的环节，同学们在观察图画时——特别是
多幅图，不容易处理图与图之间的.逻辑关系，说起来有前后
矛盾或是漏洞百出的问题，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是要加紧训练。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第二单元围绕“祖国在我心中”分别安排了《詹天佑》《怀
念母亲》《彩色的翅膀》《中华少年》，主要是让学生中华
儿女的爱国情怀，从而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再通过演
讲稿的形式表达出来。可想而知，“爱国演讲稿这两个词对
于学生来说，既陌生又难下笔，没有丰富的材料支撑，一篇



好作文很难凑成。于是在上完《詹天佑》一课之后，我就引
导学生去搜集相关的爱国人士的资料，再通过“讲故事”让
学生将自己搜集的材料用自己的话进行讲述在学习《中华少
年》一课时，我再次发现学生的课外积累非常欠缺。《中华
少年》是一篇诗歌，这个因为作者对祖国的文化了解甚深，
因此感情充沛，具有可读性。然而，在讲解时，学生并不了
解，所以讲起来比较费劲，即使他们读得很起劲。因此，我
又让孩子利用周末去查找了“四大发明、汉服、唐代名人名
作、唐服、清代文化、神舟飞船”等资料。也刚好，我翻阅
《社会与品德》一书时也发现第二课题适合学生了解中国的
历史，因此也提前将这一课题让孩子学习了。该有的.材料有
了，怎么让孩子写好演讲稿呢？在张老师的建议下，我布置
孩子回家抄一篇优秀范文，第二天在上作文课的时候，学生
可以学习范文的写法，再配合以前搜集的材料，让孩子先确
定演讲的一两个观点，然后再将相关的材料模仿范文进行改
写。这样一来，学生的写演讲稿的热情很快调动起来，一节
课没能完成，他们要求再给他们时间完成。根据查阅作文的
情况，虽然发现有些学生由于对材料读得不透，出现材料安
排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出现笑柄，或者混乱的
情况。但也惊奇的发现，以前学生找的材料，甚至是课文的
内容也让孩子们当作作文的丰富材料，如刘丹写到“看！万
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卧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听！黄
河那滔滔不绝的波浪一浪接一浪，不停拍打着海岸边的岩石！
望，昆仑山那峻拔的身躯，直插云天，高不可攀。这都是我
们祖国的山川。冰山上的雪莲教会了我们纯洁，海风中的乳
燕教会了我们乐观与勇敢，蓝天下翱翔的雏鹰教会了我们顽
强。”通过改写，形成了一篇不错的演讲稿。因此，平时的
资料积累对学生的作文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教是为了不用教。教学就是指导学生自己会学。当学生有了
充分的空间展示自我时，就会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认知水
平和想像能力，就会形成积极的创造精神，促进自身的悟感、



想像、思维的发展，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也真正做到了人文
性和工具性的交融。 语文终究姓“语”，语文学科的根本属
性是工具性，语文学科的根本任务是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知
识在学生大脑中的形象不能是课本的翻版，而是充满个性思
辩和众人智慧的个性化知识体系，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空间
的知识框架。活动的开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千方百计给学生带
来认知的欢乐，让学生在听做、说唱、玩演、读写、视听等
活动方式中不断将知识积累、储存。因此，本设计意在搭建
一个活动平台，老师和和学生一起开动“知识快车”，教学
活动中学生先将自己的收获装入“小成果袋”内，然后再有
选择地“买票上车”。这样的活动，貌似无序，但却会有很
多内在的规则支持着有序的运作，学生会成为真正的知识主
人。《语文园地》的教学设计更应如此。

［教学反思］ 本节口语交际课，教师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由
教授者转变成为学习的合作者。这一探讨，有相当的积极意
义，应大力提倡。学生也由听课者转变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
课堂上的主人。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自己的亲身体
验。教师由灌输变为指导，学生由认真听变为自己动脑动口。
注重了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的运用，为充分地发挥学
生的创造性创设了广阔的空间。同时，这样的堂课也充分体
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主导者。实际上课堂重心已
发生转移：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过去的
重结果，向重学生的学习过程转变。原来那种教师强调“注
意听”的呆板模式，被教师的适时点拨、指导取代。这就是
注重了学生学习的亲身体验和实践。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但对教师的要求可更高了。口语交际的习惯养成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教师对学生的这种训练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这
样就能养成良好的听说态度和语言习惯。需要说明的是，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引导学生养成文雅的举止谈吐，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良好的个性品质。

《语文课程标准》专门将“综合性学习”作为教学目标的五
个板块之一，目的是要着力体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



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
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

学生是有灵性的生命个体。语文的“综合性学习”，是学生
与文本、学生与教师、学生与环境、教学内容与环境之间的
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交互过程，这种“活动”在于学生动手、
动脑去“工作”，把所学知识用于实际，由学生亲自进行计
划、观察、操作，这本身就创造了生命活力焕发、生命价值
不断显现的过程。在学习活动中，教师为学生提供自我表达、
独立思考、敢于尝试与创造的一切环境，让学生去接触、感
受、操作、参与和支配各种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在实现愿望
与困难抗衡中产生一种内在的学习动力，进而去体验挫折、
成功、失败和沮丧。学生总能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学会与
他人合作、交往，实实在在地通过“三自”（自己提出问题、
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有”（有发现、有讨
论、有创新）和“三动”（自动、互动、联动）焕发出生命
的活力。从而提高自己实践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课堂上
我们教师应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
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语文的规律，提高语文素养。

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各位老师：

下午好！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听我的课。我今天上课的内容是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第二册中的《语文园地四》，内
容包括“我的发现”和“日积月累”两大部分，其中“我的
发现”包括看形声字说发现，“我会认”，以及多音字
的“我会读”，另外就是“日积月累”的“读读记记”
和“我会读”。通过语文园地四的训练，让学生发现形声字
的规律，会认七个“扌”的生字，会读带有多音字的句子，
读熟并记住一些好词，最后能熟读《浪花》这篇短文。



现在来谈谈我上完这两节课的感想及反思：

1、启发学生发现：

“我的发现”这个名称已经显示出鼓励学生自己思考、自己
发现的意图，要让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发现，并乐于跟同学
交流自己的发现。我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先安排学困生给生
字宝宝找房子，然后给全班同学自读发现形声字的特点，再
设计一二个游戏进行生生的互动、师生互动，孩子们的学习
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但在刚刚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发现
还不够充分，学生的积极性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课堂气氛
我还要想法去营造。

日积月累部分是鼓励学生积累好词，并复习巩固部分生字。
我创造多种形式，启发学生对比发现，激励学生主动积累词
句，如四人小组讨论，同位互读，老师引读、范读等形式，
使学生兴趣盎然，从而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实际操作中，
学生回答不了问题时，我都急于自己补充，代替学生说，阻
挡了学生的语言再组织思维，这方面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2、关注学困生：

另外，我在教学过程中也很关注后困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周
老师的精细测评表，我锁定了一些学困生，在教学过程中处
处关注他们。课一开始，我就让学困生帮生字宝宝找房子，
部首归类，这是个简单的任务，学困生轻易地就完成，从而
增强了他们对学习自信心，跟着下来的课，学困生也会比较
有兴趣去参与，在后来的教学环节设计我也没忘了他们，继
而设计了同位互动，一起完成“你做我猜”环节，多音字也
采取了四人小组讨论共同完成，然后在检查对正时，也让他
们在小组内互相帮助，其实就是优生帮助学困生的表现，最
后，读记词语和读记《浪花》也设计了同位互读，同位讨论
等方式去关注他们。



但是，关注学困生还不够，在辅导读《浪花》短文时，一些
学困生还在结结巴巴地读，而且还有一些字没读准，我想我
应该设计几种合作读的形式，让他们在合作的环境下多读多
练，并给与适当的辅导。

在教学中还有其它的不足，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

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二：语文园地四教学反思（608字）

这节课学习了“我的发现”和“日积月累”两个内容，我把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和自学指导事先写在黑板上，上课时，先
让学生明确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明白本节课的学习
任务，做到心中有数。

接下来学生按着自学指导中提示的问题自己朗读、思考，检
测时，发现学生对于“我的发现”掌握得非常好。“我的发
现”中出示了两组比喻句，让学生体会带点词语表达的情感。
学生通过朗读，很容易就体会到了第一组句子把雨来比作小
泥鳅、小鸭子，表达了作者对雨来的喜爱和赞美。第二组句
子把日本侵略者的双手比作鹰的爪子，把德军的眼睛比作恶
狼般的眼睛，表达了对侵略者无比的憎恨。接下来，让学生
感受运用比喻句的好处，学生体会得也很好，说出了用上了
比喻句，可以使句子更生动，更形象；可以使说明的事物更
清晰、更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还能很好地表达人物的情
感。然后，我又引导学生找一找课文中这样的句子，读读，
体会体会，顺势进行写作指导。第一个目标顺利完成，接下
来学生按自学指导2自学“日积月累”，检测时，发现学生自
学的效果不够理想。这是一组关于战争的成语，有的还包含
着一个故事。当我进行到让学生讲一讲“围魏救赵”、“四
面楚歌”、“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这四个成语故事，
结果，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更不用说讲下来了。

《语文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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