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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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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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千人糕

课型

新授课

设计说明

本课通过爸爸给我讲述“千人糕”，让“我”明白了“一块
平平常常的糕，经过很多很多人的劳动，才能摆在我们面
前”的道理，通过简单的对话向我们揭示了劳动成果来之不
易的主题。借助插图启迪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发现生活的能力，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自主识
字和独立阅读的能力得以培养。

学前准备

1.搜集有关食品、衣服、文具等物品的制作过程。（师生）

2.制作生字卡和多媒体课件。（教师）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认识16个生字；会写9个字；掌握多音字“好、要、种、的、
应、着”。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分角色朗读课文。

3.食品、衣服、文具等物品的制作过过程进而启发学生发现
生活，培养观察能力。

学习重点

初读课文，理解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千人糕》是一篇以对话的.形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
我们共同努力、互相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这
是一篇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不单单让学生领会到珍惜粮食、
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同时也领会到要学会团结合作。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创设情境环节，我由美食引出话题，学生对此很感兴趣，
个个都有发言的欲望，带着这种亲近的感觉和兴趣自然地走
进对课文的学习，起到了成功过渡的作用。

2.根据学习提示自主朗读课文之后，我检查孩子的自读情况



时，采用同桌之间互查，学生参与度高，教师省力。

本节课的不足：

1.学生在朗读课文方面涣散无力，没有把自己当成文中的孩
子。

2.在处理课后习题中，说说米糕是经过哪些劳动才做成的？
学生回答片面，语无伦次。

3.本课的多音字较多，学生没有很好的把握，导致在读文的
过程中，字音误读。

改进措施：

1.时刻调整学生的听课状态,实施课堂口令。

2.提高自身授课激情,让学生听课不觉得乏累。

3.理清授课思路，让学生听得清晰明了，知道学生组织回答
用语，使之连贯，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4.注重对多音字的识记认读，引导学生在读文的过程中，把
音读正确、把句读连贯。

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千人糕》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一份糕点的制作过程，一块
普普通通的，有形可见的糕点，把学生带进一个复杂、艰辛
的社会劳作过程中。

我在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重点引导学生从人物对话中感受、
理解多与人合作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我多次引导学生
思考，逐渐把学生带入千人糕的制作过程中，从读课文中理



解合作的重要性。其实这个故事主要是借助学生们经常吃糕
点，启发学生一个道理：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成千上万人共同
劳动的成果，我们只有共同努力，互相合作，才能使我们的
社会更美好。

另外，我坚持要求学生自主识字，合作交流识字等识字技巧，
进行识字比赛等形式，提高学生们的识字兴趣，激发求知欲。
同时注意强调学生们规范书写，讲解生字的结构，引导学生
正确书写，使学生能够养成正确、良好的书写习惯。

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千人糕》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虽然比较简单,
但所讲的道理深刻。教学时不但要让学生弄懂课文内容,还要
明白文章所蕴含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先由“千人糕”名字的来历讲起,在这个过程中,
让学生懂得做成千人糕,需要许许多多的人来共同完成,缺少
哪个环节,千人糕都到不了我们的口中。

学生明白了千人糕的来历后,基本已经懂了完成一件事,需要
共同合作才行的道理。为了巩固学生的理解,教师可以在教学
中安排找一找自己的文具有哪些人参与了劳动,从课本内容迁
移到生活之中,这样,将语文学习与生活联系一起,突出了语文
基础性和工具性的特点。

以一块普普通通的、有形可见的糕点，把学生带入到了一个
个复杂的、艰辛的社会劳作过程中。比如：做糕点的米，是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然后要拿到磨坊磨成粉；糕点中方的糖
是甘蔗、甜菜等熬出来的；熬糖又需要铁锅、煤……可以说
是一个庞大的劳作系统，做出来一块普通的糕点。这是学生
以往根本没有想到过的。

当然，这些还只是故事表面所表达的内容，其实《千人糕》



这个故事，主要的借助孩子经常吃到糕点，揭示一个生活哲
理：每一样物品都凝聚了大量的劳动，享用时，应该对劳动
者心生感激之情，而且明白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好多人共同
劳动的成果，我们要珍惜他的劳动成果。我们也只有共同努
力，互相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

但这个故事的教育性十分明显，而趣味性却不强。所以我在
讲述故事时，尽量淡。

千人糕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千人糕》是一篇文浅情深，易于理解的课文而作为在新课
标指导下的教学，我首先想到的是重在对学生文化的认识，
知识的积累和情感的熏陶，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引导学生从这
三方面加以理解。

全文的中心是赞美合作精神，要让学习懂得任何一样东西是
成千上万人共同劳动的结果，怎样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独
立思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热情，我首先从导入
上设悬，让学生带着思考步入对课文的认识，基于这一点，
学生能较快找出文章的中心，从而从客观上实现时文章的突
破，在细节的处理上我注重口语训练，表达情感，因为口语
表达训练是语文能力的外？在读中加以认识，在认识中加以
理解，在理解后方有感悟。

所谓知识积累，就是希望学生在学习新的知识的同时同旧有
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加以链接，才能
让学生的学习过程产生兴趣，加深理解。比如我在教学时，
注重启发学生头脑中旧有的知识，在学习课文时，注重同学
生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新课标所
提出的人文性、生活性，让语文学习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
在一起。

本节课我认为最好的设计就是在于对学生情感的熏陶，让学



生通过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丰富自身的情感，感受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这种拓展，不仅仅体现为知识性，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实现情感的接受，我发现当我打开这些传统节日时，
学生眼中充满着新奇，这不是我们教学收到的最佳效果，只
有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用心的老师才是学生的良师益
友，只有情感上得到满足的学生，才能真正证明一堂课的成
功。

最后通过对本节课的教学，我也认识到学生的表现也不是一
层不变的，中间有思维敏捷的，有后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
就感受我的设计还应更大地面对全体学生，怎样才能把这一
环设计好，是我本节课留下的问题。

调动了学生的兴趣是学生学好课文的前提，但我们还应面对
全体学生，把每一个细节都要落实好，把具体的操作过程要
把握好，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今后更要注重体现达到目标
教学中过渡目标的设置，一环扣一环，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