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大戏教学反思(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看大戏教学反思篇一

一、激发兴趣通过对教材的钻研，首先出示小动物“羊、鸟、
兔”的图片，把它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开路石”，然后在
学生掌握了象形字的“以画构字，字就是画”的构字特点后，
再迁移到“口耳目”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安排，能让学生马
上实践象形记字的方法，从而始终保持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二、创设情境。在教学方法上，我们认为，创设情境是提高
一年级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在课堂教学时，
创设了小动物和我们交朋友这一情境，用“要交朋友，先记
住朋友的名字”解决了“羊、鸟、兔”字的读音；用“山羊
朋友告诉我们小知识”引出象形字的构字方法；用“你能用
刚才的方法记住羊和兔吗？”来让孩子进一步巩固象形
字“以画构字”的特点，孩子们学习时，始终围绕着和小动
物交朋友这一主线，大家兴致高昂，注意力集中，教学效果
非常理想。

三、在游戏中巩固

在巩固生字阶段，通过游戏让孩子们在趣味的氛围中不知不
觉地记住生字，首先是给生字宝宝排队（生字分类），然后
给生字宝宝找朋友（生字组词），最后在大街上找生字宝宝
（生活中字的应用），学生始终在游戏状态下学习，特别是
第二个环节，给生字宝宝找朋友，我把能与生字组词的字发
给小朋友，然后说“我是鸟，我是鸟，我的朋友在哪里”，



小朋友拍起儿歌，马上把字拿上来和我手里的字“交朋友”，
这个环节，孩子们的热情充分地被调动起来，课堂气氛非常
好。

这堂课的教学给我很大的启示，激发学生的兴趣非常重要，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趣味因素，让孩子
们喜欢上语文课。

看大戏教学反思篇二

‘孩子们爱家乡，也爱画家乡’。孩子们，你们想画画自己
的家乡吗？”“想——”孩子们拖长声音兴奋地说。

为了唤起孩子们对家乡重庆的印象，我开始给孩子们看收集
到的图片。首先我让孩子们看了解放碑。虽然这张图片流光
溢彩，可是由于解放碑和周围的高大建筑比起来实在过于渺
小，孩子们对它都没有什么记忆。以前没有印象没关系，我
相信通过这次图片刺激，下次孩子们去解放碑的时候一定会
留意它了。

读着桥的名字：“重庆朝天门大桥！大佛寺长江大
桥！……”一年级下册了，孩子们认识了不少字，一个个摇
头晃脑，小眼睛熠熠生辉，稚气中透着自信、快乐。

舒缓的下课乐曲响起来，上课的情形怎么也从脑海挥不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们这样的熟视无睹？难道正如诗人汪
国真所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即使没有风景，也不
应该看着繁茂的绿色海洋说雪山呀？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想
当然，我们教师还遭遇得少吗？孩子写做好事就是捡钱包，
写友谊就是好朋友不拿作业给自己抄，然后自己认识到错误，
承认错误，和好如初。

当语文课遭遇生活，似乎孩子们的生活就没了色彩，没了雨，
没了风，没了阳光。生活只是一个个凝冻的模型，冰冰凉凉



地矗立在孩子们的心头。怎样才能用阳光融掉那冰封的绿色，
还孩子一个鲜活的世界呢？其实苏霍姆林斯基早就告诉过我
们，《语文课程标准》多次提到：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
文。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语文呢？作为语文教
师，或许在识字教学上下的功夫要多一些，如让孩子通过看
广告识字，看商标识字……但深入地观察生活呢？深度地积
累生活呢？或许就做得少得多。孩子们这样麻木着自己，用
别人的生活来取代自己的生活，用别人的眼睛来指挥自己的
眼睛……这样下去，孩子会不会把别人的思想当成自己的思
想？如果那样，被冻僵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春天，而是孩子
们的整个人生！

看大戏教学反思篇三

《和田的维吾尔》一篇浅显易懂的课文，怎样上出语文味来？
怎样更好地发挥学生自主性？

我深思着。

在教学中，在导入读题后，学生通读课文找到中心句，全文
都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的意思。“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
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用这一中心句牵起全文地
学习。

课文是怎样写出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过了十分钟后，学生进行展示交流。“一个停电的晚上，环
境恶劣，一个汉子还迎风引吭，体会到和田维吾尔人的豪气
与乐观，不由得惊奇而肃然起敬。”如果换作我们会怎样呢？
联系自己来谈，在对比中体验更深了。难怪说，读中心句。
这就是和田维吾尔人，继续交流展示。有趣的交流，有趣的
朗读感受到和田维吾尔人甜甜的生活。在小结处，在过渡处，
扣住中心句，朗读中心句，在读中一步步深化认识了和田人



的特点，文章的表达方法也自然而然领悟到。

牵一句而启全篇学习真好。

三

看大戏教学反思篇四

本期我担任一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学生平均年龄比较小，遇
到困难就会产生厌学情绪。低年级的语文教学，要力求做到
有情有趣，尤其是拼音的教学，因为拼音教学一直是重点，
也是难点。以往学习的枯燥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影
响以后的学习。为此，我遵循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素质教育
的精神，在拼音教学课堂上，我合理地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
方法，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
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拼音王国里快乐地遨游，以达到较好的
学习效果。面对这些问题我常常反思。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语文是一门充满思想、充满人文精神、充满智慧的学科。在
新课改的大背景中，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能力的培养，已
成为教师关注的热点，讨论、交流、探究等学习方式已成为
课堂的主流。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力求做到让学生变得鲜
活，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享受学习的
快乐，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注意新课导入新颖。

面让学生进入情景;也可用讲述故事的方式进入课文……，总
之要让学生产生对课文的兴趣，因为兴趣是的老师。新颖的
课文导入比起简单的讲述更能激发学生的灵性，开启学生学
习之门。



看大戏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有两点收获：

因为事先让学生写写读课文后的感受、听听他们所遇到的问
题，我才能了解学生真实的需要，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来确定
课堂设计方案。平时牵着学生上课，所有对学生的需要的揣
摩只是老师从经验出发的判断，这种“一厢情愿”其实是一
种武断的行为。

新课程标准中就指出我们的传统语文阅读教学中，往往存在
用教师的解读来代替学生自我的解读这样的弊病。阅读教学
中要改变的学生的学习方法之一就是要让学生直接与文本对
话，产生个性化的自我阅读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阅读
能力。现实中，缺乏自我体验的能力，抓住阅读权不放。这
次尝试让我发觉，错的是我自己。

但是，目前这些做法还只是个尝试，如果能带给学生一点阳
光的话，也只是从指缝间流下的几缕而已。我期盼着能有一
天完全放手，让自主学习的阳光直射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