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 我的发现教
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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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引导学生发现汉字规律和识字方法的练习。下题的“我
会认”中的六个字也是从此题中产生的。识字是一年级的难
点也是重点。而“我的发现”属归类识字的范畴，在学生读
的过程中发现：

1、带“月”旁的字和身体有关，带“足”旁的'字和脚有关，
带“目”旁的字和眼有关，带提手旁的字和手有关。

2、形声字。

3、由此展开类似的新的发现。

有了对教学目标的认识，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思路。

1、让学生认识这四个偏旁，然后看带月字旁的字，自己先读
一读，看有没有不认识的`字。

2、学生说不认识的字，全班交流识记“膀腰”两个字。

3、全班齐读后，教师读字，学生相机指出身体部位。

4、让学生再读这几个字，看看发现了什么？有一部分学生举



手说出了“带月字旁的字和身体有关”，我相机板书。

5、想想还发现了什么？又有部分学生举手：形声字。进一步
举例学习：膀，膀字中的旁的韵母和膀的韵母相同：形一半，
声一半。

6、拓展：想想我们的身体还有哪些带月字旁的字？学生举手
交流，说出了：脑腿胳膊脏肾等。

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下午的课上的很艰难，嗓子都喊哑了，可是学生就是养
不成听讲动脑的习惯，课堂常规不健全。

上“我的发现”时，我让学生读小林和小东的对话，让学生
边读边思考：他们发现了什么？然后又找两组同学分角色对
话，然后讨论交流他们发现了什么。可是当我问这个问题的
时候，举手的'人却寥寥无几。我想这个问题很好答呀，怎么
没人举手呢？就让他们再自由读对话，继续思考。可是读完
后仍那几个人举手。我有点火了，让全班同学站起来读，谁
读出答案了谁就坐下。有的同学站起来了偷偷地笑，我看了
直气得口鼻生烟。心里想莫不是这个问题提得不好或是难了？
学生为什么总是不举手回答呢？问题应该不难呀，只把他们
的话读出来也行呀！现在想来，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他们是
怎样学这一单元的呢？这也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试
应该是出在没有在导入时进行预热吧。上课的时候直接说今
天上“我的发现”，然后是读文，而没有设置一定的问题情
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情
况下学生的思维是僵化的，是被动的，当然就没有多少人答
问题了，更何况学生本身就没有养成上课听讲动脑想问题的
习惯。



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讲述了“我”通过脚步声判断出是哪位老
师的故事。班主任徐老师脚步的特点是快,像蜻蜓点水;李校
长的脚步声很轻,像猫儿走路;体育老师的脚步声很重,但他又
瘦又矮;音乐老师的脚步声一响一闷;辅导员的脚步声变化最
多。通过各位老师的脚步声,我们可以做课前准备,也可以多
看会儿课外书,还可以多说几句话。

教学时应该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分角色朗读，重点词语朗
读，反复读课文，来发现我是如何发现老师脚步不同的。

反思问题

第一、当学生朗读不到位、情感不到位，作为老师，该如何
去引导？

比如引导孩子们感受老师脚步有何不同？趣模仿老师的脚步
声和动作。由于我的引导还不到位，所以有些孩子们朗读时，
没有感受到每一个老师脚步声的不同之处，朗读时感情没有
很好的体现出来。

第二、当自己放不开，不够有激情，该如何突破自我？我的
声音比较轻柔，上课的过程中，自己的感情没有出来，有时
语气没有起伏，导致课堂气氛不足，气氛活跃度不够。

第三、语言衔接，过渡语不够自然。

有些环节的过渡有些突兀，生硬。比如，在引导学生感悟体
育老师脚步声很重，好像和地面有仇似的时，如果换个问法
会好一点。

课堂重建



我执教的是三年级的一篇精读课文《我的发现》，这篇课文
已经上过好几遍，有生和无生的都上过，但是每次都有不一
样的感受，都有收获，以下是我的教学反思：

第一，利用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感受老师不同的'脚步声的特
点以及精彩描写的学习理解，让同学们在读中掌握特点，领
悟描写方法。

第三，采用美读教学法，将课文前后进行对比读，对课文提
炼总结时师生接读。师父说老师要少说话，让孩子们读，让
孩子们说，不要“霸占”他们说话的机会。在整个课堂中，
有前后课文的想象对比读，在读中感悟爱的力量，感悟爱能
够感动一切，无需老师多言。在总结回顾课文时，把课文串
成一条线，读中回顾，读中体悟，读中升华。

第四，类文同读将课文与《戴维的发现》进行对比。一节课
学一篇课文已经远远不够，作为老师，要挖掘和课文同类的
文章，帮助孩子们拓展阅读，学习阅读方法。课堂是有限的，
作为老师，还应该给孩子们推荐相关的书籍，拓宽孩子们的
阅读面。

第五，在课堂中渗透生字教学，把识字与课文内容的理解有
机结合。三年级小学中段的孩子，识字教学仍属于一个重点，
不能只集中教学一课时就放任不管，应该是渗透在每节课中
教学中。教会孩子们识字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将其运用于生
活中，主动识字，会识字。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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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篇四

1、认识aabc式词语的特点，了解五句诗都是表现友谊的名句。

2、巩固熟字加偏旁的认字方法，掌握本课生字。

3、积累词语、诗句，养成勤于积累的好习惯。

1、认识aabc式词语的特点，了解五句诗都是表现友谊的名句。

2、掌握本课生字。

3、积累词语、诗句。

学到一些积累好词好句的方法，并学会学以致用。

1、语文园地的课件。

2、花朵卡片。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班来了一列小火车，瞧，它漂亮吗？大
家跟它打打招呼吧。今天这列小火车要带大家到一个有趣的
园地里游玩（课件出示），在这里你将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
让我们赶快坐上小火车吧。

二、游百花园，学习“我的发现”



1、开动小火车，将学生带入词语百花园。

学生做开火车的动作，念“轰隆隆，轰隆隆，小火车往哪
开？”“到百花园去欣赏美丽的鲜花。”

2、自读词语，同桌互帮互学。

3、多种形式展示读。（指名读、开火车读等）

4、读了这些词语，你发现了这些花朵的秘密了吗？说说你的
发现，小组交流。

5、全班交流，发现aabc式的词语特点，教师板书。

6、像这样的词语还有那些呢？写在花朵（卡片）里，种入百
花园（贴黑板）。

7、花朵姐姐想跟大家做个小游戏：比赛谁能在一分钟里记住
的词语多，谁就可以获得勤劳的小蜜蜂奖。

8、比赛二：任意用一个或几个词语说一句话。（奖励聪明的
小蜜蜂奖）

三、游生字娃娃园，学习“读读认认”

1、开动小火车进入生字娃娃园。

2、电脑出示左边的'生字娃娃“熟字”，生字娃娃变身：出
示右边的“生字”。

3、观察每组生字娃娃的特点，学生发现：左边是已学过的熟
字，右边的字是熟字加偏旁组成。（板书）

4、同桌互学：你指我认，我指你认。



5、比赛和生字宝宝交朋友，去拼音认字组词。

6、生字娃娃超级变变身（生字开花），用熟字加偏旁法拓字。
比如：直——植、值、埴、殖。

四、游古诗园，学习千古名句

1、开动小火车进入古诗园。

2、出示图片，老师讲“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的故事。

3、学生自由朗读，发现五句古诗的共同特点：都是反映友情
的古诗。

4、简单说说诗的意思，自己知道的有关诗人的知识，或编一
个故事。

5、同桌互背诗句。

6、出示五个画面，根据不同的画面男生女生轮背诗句比赛。

7、拓展：出示一张贺卡，你想用哪句诗送给远方的亲人、朋
友，表达什么感情。

五、回到收获园，总结收获

1、小火车开进收获园。

2、学生交流收获的知识。

3、鼓励学生用分类收集的方式积累好词好句，展示一两个学
生的《好词好句本》。



我的发现春天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的课堂是沉闷的，文本没有引起学生的共鸣，我和学生
的情绪都很低落。是不是课前听写生字的不理想，影响了我
们的情绪；是不是引入部分没有激起学生的兴趣；或是这样
的文本我们应换一种方式切入。

这堂课的'设计，在初读课文后，指导学生联系课文思考“孟
奂发现流行群的经过，分析他成功的原因？”先引导学生概
括出成功的原因“兴趣”“恒心”“思考”“探究”，然后
重点指导学生发现流行群的经过。“你能说说发现的经过吗？
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词句引起了你的思考？”没想到，看到的
只是漠然、茫然的眼神，在失落中责备学生。

如果把课前引入改为欣赏宇宙、星座的图片，让学生畅谈自
己对太空的了解和疑问，会不会将学生情感体验与文本紧紧
联系起来。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遗憾和反思中我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站在台上，我就是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