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谁最多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
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谁最多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这样的课文，我总会担心学生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课
文不如童话故事精彩，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如何让学生对
文本产生兴趣呢？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学生进入文本，
引导学生走近课文的主人公，尝试着让学生成为课文的主人
公，激起学生亲身的体验，来激起学生对课文描写人物的亲
近感，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时，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丰富课
文的内容。比如，教学第一自然段，我从插图入手，通过简
要介绍，让学生对邓小平有个大概了解。根据“经
常”、“夸奖”两个词语，我引导学生联想自己受到夸奖时
的心情，然后，让学生分别把自己当成先生和邓小平，入情
入境体会先生和邓小平的心情。这样不仅让学生有了身临其
境之感，而且丰富了课文的情境。

因此，在进入情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读好课文，也显得游
刃有余了。

教学时，尽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关于第二自然段
“先生要孩子们先用纸蒙着字帖描，等练熟了，再照着字帖
写。”这一句的教学，我原先有这样一步设计――出示白纸、
字帖，教师示范“蒙、描”的动作，告诉学生这个过程就
叫“仿影”。再演示“照着字帖写”告诉学生这就叫“临



帖”。几经思考，我把教师的“示范”改为让学生亲自实践。
让学生的亲自实践，代替了教师的分析和“示范”，此时，
学生对文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体悟。

谁最多教案反思篇二

《他得的.红圈圈最多》一课中“每次写字，邓小平爷爷都能
按先生的要求去做，所以，他得的红圈圈最多。”这句话是
重点句子，不但要指导学生朗读好这个长句子，还要理解邓
小平爷爷写字是怎样“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在教学时，我提出了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先生的要求
是什么吗？”我本以为学生能够很轻松的理解，他们会立刻
回出写字方面的要求。谁知道孩子们小手举得高高的，回答
的却都是“好好上课”“积极发言”“不搞小动作”“听老
师的话”。听了几个孩子的发言，我知道，孩子们走进误区
了。我便及时地加以引导：

“我们平时写字，老师对你们都有什么要求？”这是联系生
活实际来领悟。

学生很快就说出了：“头要正，胸要挺，左手轻轻扶住本，
右手握笔脚放平，一拳一寸一尺要记清。”

“那么怀素是怎样写字的呢？”这是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
理解新知识。

“怀素写字非常认真，他总是先看清字的形状，记住字的笔
顺，再一笔一划照着写。”“那么我们课文中先生又是怎样
教小学生写毛笔字的呢？到课文中找一找。”这是联系上下
文进行理解。

学生很快找出：“先生要孩子们先用纸蒙着字帖描，等练熟
了，再照着字帖写。” 在理解了“先...再...”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运用关联词语进行练习说话。

“同学们，这就是邓小平爷爷写字时，先生对他们的要
求。”

经过这样的点拨和引导，学生终于走出理解的误区，真正理
解了“先生的要求”的真正含义。

教学中提倡发挥学生的主体，但适当的点拨也是必要的。

谁最多教案反思篇三

课文结构简单，浅显易懂，教学时，我让学生多读书，在读
中感悟体会，抓住字词来指导朗读体会。

在教学时，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丰富课
文的内容。比如，教学第一自然段，我从插图入手，通过简
要介绍，让学生对邓小平有个大概了解。根据“经
常”、“夸奖”两个词语，我引导学生联想自己受到夸奖时
的心情，然后，让学生分别把自己当成先生和邓小平，入情
入境体会先生和邓小平的心情。这样不仅让学生有了身临其
境之感，而且丰富了课文的情境。因此，在进入情境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读好课文，也显得游刃有余了。

教学时，我尽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关于第二自
然段“先生要孩子们先用纸蒙着字帖描，等练熟了，再照着
字帖写。”学生朗读这个句子时，总是疙疙瘩瘩的，甚至还
有把句子读破的。尽管我跟他们解释了，“描”就是拿另一
张纸放在字帖上写字，“照着字帖描”就是看着字帖上字的
样子，在本子上自己写。前者简单，后者难，所以先描，等
练熟了，才能照着写。尽管苦口婆心，还范读了一遍，又带
读了好几遍，还是有学生读得不连贯。我采用了实物示范的
方法。拿来了字帖放到黑板上，告诉学生字是字帖，然后用
一张薄一些的白纸蒙在上面描，让学生明白这是“描”，接



着拿掉字帖，再照着它写，让学生明白，“照着字帖写”是
怎么回事。学生都聚精会神地看我演示，比起开始我讲解的
认真上百倍。这样示范过后，再让学生来读，他们就在想着
场景理解的基础上，比较顺利且流利地读出来了。

谁最多教案反思篇四

我在教学第十课《他得的红圈圈最多》这一课时，其中出现
一个长句子“先生要孩子们先用纸蒙着字帖描，等练熟了，
再照着字帖写。”学生朗读这个句子时，总是疙疙瘩瘩的'，
甚至还有把句子读破的。尽管我跟他们解释了，“描”就是
拿另一张纸放在字帖上写字，“照着字帖描”就是看着字帖
上字的样子，在本子上自己写。前者简单，后者难，所以先
描，等练熟了，才能照着写。尽管苦口婆心，还范读了一遍，
又带读了好几遍，还是有学生读得不连贯。真是有点手足无
措了！

这时，看到教育杂志上有个相关教案，这一环节教师采用了
实物示范的方法。

于是我也拿来了字帖放到黑板上，告诉学生字是字帖，然后
用一张薄一些的白纸蒙在上面描，让学生明白这是“描”，
接着拿掉字帖，再照着它写，让学生明白，“照着字帖写”
是怎么回事。学生都聚精会神地看我演示，比起开始我讲解
的认真上百倍。且这样示范过后，再让学生来读，他们就在
想着场景理解的基础上，比较顺利且流利地读出来了。

谁最多教案反思篇五

对于一年级阅读教学第一课时落实读通、读顺，主要体现在
读准生字字音、读通读顺长句子。这是一个知识和能力所要
达成的目标。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乐于识字、感受识字的乐
趣，乐于读书，感受读书的乐趣，完成喜爱阅读这一情感态
度目标。



就本课时来说，需要学生熟练认识16个生字，如何帮助学生
达成这一目标呢？首先需要增加孩子与这些生字见面的机会。
在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读前认、读中认、读后认。

1、读前集中认，在孩子自由读课文后，小黑板集中出示这16
个生字，让孩子借助拼音自由读，激发其识字兴趣，培养自
主识字能力。在孩子认读时，老师要有意识地指导孩子读准
下列字音：熟、邓、功、蒙等。这一遍读，如何激发孩子识
字兴趣？可以指名孩子当小老师带领大家读，也可以打乱顺
序指名读，也可以借助拼音读与摆脱拼音读相结合。

2、读中有针对性指导。在孩子读课文时，老师应是一个倾听
者，听清孩子每一个字音，这时还包括一些不易读准的轻声，
如红圈圈、先生等。

3、读后读，这一遍读是写字之前读，巩固识字效果。

读准长句子节奏，是防止孩子唱读、顿读，培养其语感的一
个重要方面。教学中，有必要将长句子单独指出，做有针对
性指导。

认识生字也罢，读通长句子也罢，这一切都要融于孩子反复
读课文中。如何让孩子一遍有一遍读的兴趣？本课时，可设
置四遍读。一遍读，以读课题激疑导入：读了课题你想知道
什么？然后读课文，读后说说自己知道了什么。二遍读自由
读，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读顺长句子。三遍读，指
名读，结合读给以具体指导。四遍读，比赛读，师生比赛读，
激发孩子读书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