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 手指教学反
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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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篇一

键盘指法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初学的基本内容,在认识键盘以
及8个基准键位的基础上本节课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常
用按键的位置以及左右手的手指分工。

在教学过程当中，先让学生回顾了8个基准键位的位置以及手
指分工，然后引入本节课的内容，利用比喻的方法把左手的
四个手指比作是四个小朋友；将四个基准键比作是小朋友的
座位，小朋友都静悄悄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前排的一
个座位上出现了困难需要请求帮助，请问派哪个小朋友去是
最合适的？老师讲清楚帮助原则（即后面的击键技巧）：只
有距离最近的小朋友才可以去帮忙，有任务的小朋友去帮忙，
帮助之后迅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没有任务的小朋友静静
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动。让学生讨论得出各个手指的手指
分工。然后加强键位的认识，借助比赛的方法让学生在高压
状态下识记常用键位。

但通过本节课和后续课程的学习，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在指
法的认知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客观分析存在的种种因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小学信息技术课每星期只有一节，不及时巩固，间隔时
间7天后，保持的百分比就只有20%。所以教完就忘的现象很
严重，导致以后的教学内容不能正常进行。



目前我们使用的计算机，键盘上字母的排列并没有按照小学
生熟悉的顺序。不少小学生反映键盘字母顺序太乱，不容易
记住，甚至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发明一种新键盘的设想：字母
一律按照“abcd……”顺序排列，教学反思《手指分工的教学
反思》。

由于学生年龄小，且平时课程大多数用不到灵活的手指动作，
所以，很多小学生手指活动相对较为笨拙：小拇指、无名指
一般不能单独活动，小拇指一动，无名指也跟着动，无名指
一动，小拇指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动；所以在打字时手的摆放
位置总会在无意中改变，有的学生的中指也不能灵活地单独
活动。

与小学生爱玩好动的特征相比，指法练习并不有趣，很多中
低年级的学生练习指法的持续时间超不过5分钟，这给完成指
法练习任务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尽管在教学里采用游戏教学
方式进行，可很多孩子的自制力不够，玩的同时，就忽略到
最根本的指法。因此游戏教学只有在学生掌握字母排列，及
键盘位置的基础上才能有利的开展。从而加深学生对于指法
的练习深度。

因此，怎么合理的设计教学环节，从而能保持学生指法练习
的持久性是我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虽然字母摆放散乱，那如何加深学生记忆，知道字母所在的
位置是学习的第一步。为了吸引学生注意，可以采用拼图游
戏的形式，让学生把散乱的拼图，按键盘顺序，放回原位。
通过反复的摆放，加深他们记忆键盘字母排列。

为了帮助学生把手指练得更灵活，设计一些儿童手指游戏，
结合琅琅上口的儿歌，练习手指的灵活性。通过讨论自己得
出各个手指的分工，借助“金山打字”加强练习，实现知识
的掌握。



在实践中，借助“金山打字通”的游戏供选择——“青蛙跳
河”、“警察抓小偷”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帮助学生
一步一步巩固指法。从而评选出打字小能手，弹指神功等称
号，来提高大家兴趣，通过一句话的反复输入，可以让学生
明显看到自己的进步速度，从而打消枯燥的感觉。

孩子毕竟是孩子，一看到游戏就忘乎所以，只知道要胜利，
只知道要得高分，哪还顾得了什么指法，什么打字姿势。因
此在游戏过程当中老师讲清楚打字规则，游戏标准，严格要
求，及时提醒犯错误的孩子，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
不知不觉地提高自己的打字水准。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篇二

《手指》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学习作
者留心生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得
到启示的习惯。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五个手指的各自特
点，体会到任何事物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写作很有特色，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结构清晰严
谨，主题鲜明突出。但是文章语言通俗易懂，告诉我们的道
理也不太难理解，因此我觉得教学这篇课文的难点是体会作
者运用什么表达方法表现手指的特点的。

因此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认真朗读课文，通过读拼音，联
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并归纳总结出五根手指的特点，是
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在学生自学结束后，全班交流。此时，我重点引导孩子们分
析了写大拇指的自然段。在学生归纳出大拇指特点的基础上，
我让他们细读了这个自然段。抓住句子“身体爱而胖，头大
而肥，构造简单，人家有两个关节，他只有一个。”去体会
作者的风趣幽默，把大拇指当成人来形容，不但使文章显得
更加生动具体，而且使文章显得活泼。学习“例如拉胡琴，



总是其他四指按弦……却轮不上他。”这个句子，学生知道
了这是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来说明大拇指的用处，而且这里
还用了排比的修辞的手法，把大拇指的作用描写的淋漓尽致。
总之，我觉得虽然是略读课文，我们教师也应该抓住有效的
训练点，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接着，孩子们把学习写大拇指这个自然段的学习方法迁移，
自学课文的写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自然段。学生分
成小组自学，并在书上进行批注。课文本身有趣，学生的学
习趣味也就浓。孩子们的自学讨论热烈而有效。

然后我让学习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谈谈得到了
什么启示。孩子们基本都众口一词“团结就是力量”。这时
我在想为什么的感悟惊人的一致呢?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人
云亦云吧。

最后我和孩子们一起欣赏了阅读链接里的小诗《手》，谈谈
收获和体会，并有感情地诵读。

这篇课文教完，我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个星期的周记，仿照课
文的方法写“五官”。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篇三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篇四

《手指》这是一篇自读课文。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自学五
个手指的长处和短处，分别把它们的特点画下来，加以熟悉。
在小组汇报交流时，请同学们说说它们的特点并以做游戏的
方式让全体同学出示自己的手指逐一印证。随后提出问题：
你觉得作者喜欢哪个手指？学生纷纷议论，一致得出结
论：“无爱憎在其中”五个手指都喜欢，缺一不可。

我听到窃喜，随即引申本文的主旨：手指的全体，同人群的
全体一样，五根手指如果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拳头，那就
根根有用，根根有力量，不再有什么强弱、美丑之分
了。“团结就是力量”是这篇课文告诉我们的道理。进而联
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说说对这个道理的感悟。如：球赛、作
战、团队合作等。他们都纷纷说出自身上发生的`事例。这样
本课的教育内涵就水到渠成地达到了。这是我觉得很成功的
课堂教学事例。



幼儿园手指谣教学反思篇五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