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歌的教学反思 动物儿歌教学反
思(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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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一

《动物儿歌》是一首充满童趣的儿歌，介绍了6种小动物的生
活习性。要求认识的中有六个是虫的字，而且左形右声的。
作为儿歌，在教学中应该联系生活经验，采用多种方法学生
读准字音，字形。

在课的教学中，我主要进行了集中识字，认识带有虫字旁的
形近字。通过、表演，了解小动物的部分生活习性。在上完
这节课，我有以下反思：

1、采用形声字构字规律的方式，让学生识记、巩固生字。教
学中注意引导学生发现构字规律，渗透学习方法的指导，并
了解了字的意思。识字教学不仅仅只是把教科书上规定的那
几个字教给孩子，它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独立识字。在教
学中我引导学生发现并掌握识字的方法。如，在学生认识了
蜻蜓、蝴蝶、蚯蚓、蝌蚪和蜘蛛等生字后，引导学生掌握借
助形声字识字的方法。

2、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识字、读书
基本任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语言实践活动。通过说话练习，
鼓励学生运用课文的句式说句子，让学生感到“我也能编儿
歌”，从而使学生体会到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乐趣，增强
学生的成就感，调动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3、总之，一年级学生识字的一个特点就是“认得快，忘得快。
”因此，对生字的认记要采取多种方式，反复认记。这节课，
我根据生字的不同特点，采取了多种识字方式，从看图读拼
音识字，到读拼音识字，再到去掉拼音识字，在游戏中识字，
生字的识记有层次、有梯度。通过这样反复训练，学生对生
字的认记得到了巩固。同时，我采用以多种形式复现的方法
来让学生识记、巩固生字，例如，利用形声字的特点，让学
生用最快的速度记住了几个虫旁的形声字，大大提高了课堂
效率。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动物儿歌》这一课。《动物儿歌》是一
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识字课文。这是一篇充满童
趣的儿歌，表现了六种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小动物活动的
快乐画面。这首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展现的又是孩子们感
兴趣的小动物，孩子们学习的兴趣都挺高。

这节课，我由谈话导入，告诉孩子们小动物们各有各的生活
方式，有位作家就把小动物们的生活方式编成了儿歌，由此
导入了课题《动物儿歌》。然后我让孩子们跟我一起书写了
课题。书写课题后我请孩子们大声自由朗读儿歌，并把儿歌
中出现的小动物圈出来。在孩子们读的时候，我把这六个小
动物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孩子们读完后，我请孩子们对照
他们找的是否和老师一样。这个不难，大部分孩子都能找到
并找的很准确。之后，我让孩子们观察这六个词语有什么特
点，孩子们很快就发现它们都有虫字旁，然后又在我的提示
下发现右边的字与这个字的读音相同。我随机告诉他们像这
样左边表义右边表声的字就是形声字。学生了解了形声字后，
我又让学生进行了拓展，学生很快就发现在我们学过的猜字
谜这一课里面很多字都是形声字。后来在学习“网”字时，
我们又复习了象形字。

在指导朗读时，我让孩子们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朗读。有自由



读，齐读，男女生赛读，对读，拍手读，一问一答读。通过
各种形式的朗读，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孩子们学
习的热情空前高涨。接着，我又让孩子们仿照文中的句
式“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自己编儿歌。孩子们刚一听到让
自己编儿歌，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编。看孩
子们都有点为难，我给孩子们进行了示范。我说到：“青蛙
田里捉害虫，鱼儿水里游得欢。”有了参考，孩子们思路一
下子打开了，很快就有人说到：“蜜蜂花间采蜜忙。”接着
又有人说：“山羊山上吃青草！”还有人说：“马儿草原跑
得快！”还有的'说：“猴子树上去摘桃”“熊猫竹林吃竹
子”“熊在洞里睡大觉！”“小狗窝里啃骨头！”孩子们一
个说得比一个兴奋，看来孩子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句式，我也
开心不已。

总体来说，这节课上的比较成功，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比
如在练习说话环节，为了照顾到每一个积极发言的孩子而用
时过多，导致下课了孩子们都还没有停下来。还有缺乏小结，
小结是对一节课的及时总结，对学生把握课堂重点，对知识
点的梳理与记忆有很大的关系，而我总是忘记。没有小结的
课是不完整的，以后还需继续努力，充分备课，让自己的课
堂更完整，更高效！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三

1、本课设计气氛轻松、活跃，“趣”和“乐”贯穿整个学习
活动的始终。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发现识字规律，用生动、活泼的
识字游戏让学生体验识字的乐趣。通过质疑问难、合作学习、
以不同形式读儿歌，让学生感悟语言，这样的教学符合新课
程理念，教学效果显而易见。

2、创设课文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低年级语文教学应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设计符合年龄特点的识
字游戏与朗读活动。因此，在上课伊始，利用多媒体图片，
创设情境，运用“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句式，激发表达欲望；
在随文识字过程中，以多种游戏活动为载体激发学生的识字
兴趣；在指导写字环节中，采用通俗易懂的编歌诀方法让学
生轻松掌握写字要领。进而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语
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的识字教学要让学生“喜欢学习
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而且，本课的识字量较大，要认识12个字，会写7个字，根据
文本特点将其分为虫字旁的形声字和其他生字两部分进行分
类教学。由此，依据文本特点，借助生动有趣的语言环境，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采取随文识字，引导学生自主发现汉
字特点，使学生在情境中识字，在诵读中理解，随文识字时，
汉字在文本中时而跳脱，时而融进有趣的语句，深深吸引着
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识字的效率。

3、拓展延伸，发散思维。

一节好课的结尾不是画上句话，而是寻求延伸和开放。续编
儿歌的设计趣味无限，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而且拓宽了
孩子的视野，也激起了探索大自然的兴趣！

4、重视学生的朗读，采取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熟读成诵。

并且，在朗读环节，让学生边读边演，这样能够充分尊重学
生的兴趣和个性，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5、在指导书写环节，带走字底的字是书写难点，本课有三个
带走字底的字，教师重点讲解其中一个，另外两个要求学生
根据老师的讲解，自己去观察、书写，这样不但能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还能节省课堂时间。从动态演示画面中学习发
现笔顺特点，借助笔顺口诀习得写字方法，从而激发学生识
字、写字的兴趣，从喜欢汉字走向自主识字。



1、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都得以较好完成，教学难点基本突破，
但是收尾稍显仓促，时间安排的不太合理，主要还是本人对
于课堂的掌控能力有所欠缺，应该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状况，
灵活机动地调整好各个环节的用时。

2、对教材地钻研不够深入。教材是教学最根本的依托，课前
我对于教材地钻研还是不够深入，不够透彻，没有准确地找
到文本的重点和训练点。

3、语言训练不到位。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语言能力
是关键，因此课堂上的语言训练是必需的。今后在教学时，
要针对文中的训练点展开扎实有效的训练，给予学生充分展
示自我的时间和机会。这样既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拓宽他们的视野。例如：在拼读课文
时，可以引导学生说说文中的小动物们还能在哪里干些什么，
不一定非要拘泥于教材之中，应该运用教材灵活地教。

4、没有达到朗读效果。本课的课文没有太多感情的流露，主
要体现在趣味性上，但我在引导学生拼读课文时，稍显枯燥
了。虽然课文只是几句简单的儿歌，但其中可以拓展的内容
太多太多。例如：“蝴蝶花间捉迷藏”这一句，可以让学生
发挥自己的想象，美丽的蝴蝶在迷人的花丛中轻轻飞舞的场
面，将自己置身于画面之中，边想象边试着读出自己内心的
感受。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四

1、小班幼儿是语言表达初期，教师通过形象的肢体语言引导
幼儿强烈的'表达欲望，使幼儿在有趣的活动中，知道了不同
的动物有不同的叫声，锻炼了语言表达的灵活性。

2、幼儿在活动中大都能参与进来，甚至能自主地创编一些动
作，使整个活动气氛更加热烈。



3、在活动中，我亲自示范演示，对个别不能理解要求的幼儿
降低要求，大部分幼儿都能配合老师进行活动、朗读、创编，
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

4、整节课幼儿参与度较高，但对于一些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幼
儿来说，可能相对简单，因此热情持久度不高，今后，要多
考虑这一方面，使所有的幼儿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

5、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在课堂上我会采用多种方式充分
调动每个孩子的积极性，努力让每个孩子兴趣持续时间更长，
在玩中学到新知。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快乐活动中识字。

1、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有机结合。

本课的识字任务是12个，根据文本特点将其分为虫字旁的形
声字和其他生字两部分进行分类教学。先让学生结合生动有
趣的图片认识动物，发现虫字旁的形声字的造字特点，并以
此为出发点习得了识字方法；再结合多种形式朗读儿歌，落
实其他的识字教学任务，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归类识
字的意识。随文识字时，汉字在文本中时而跳脱，时而融进
有趣的语句，深深吸引着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识字课的效率。

2、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低年级教学应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设计符合年龄特点的识字游
戏与朗读活动。因此，在上课伊始，利用多媒体图片，创设
情境，运用“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句式，激发表达欲望；在
随文识字过程中，以多种游戏活动为载体激发学生的识字兴
趣；在指导写字环节中，采用通俗易懂的编歌诀方法让学生
轻松掌握写字要领。进而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六

《家》这篇小儿歌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蒙、维、藏、傣等少
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表达了各族同胞幸福快乐的生活，揭示
了祖国是个大家庭，各族儿童是一家的主题，使学生明白祖
国是个大家庭，各族人民是一家，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理解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的生活习俗各是什么样
的，从而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
感情。

基于新课标对低年级阅读教学的要求和本篇教材的特点，本
课教学有如下两个亮点：

一、随文识字，把识字教学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二、以读感悟，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本节课中，我巧妙地运用优美的音乐、生动的画面、入境
的诵读创设多种情境，引导学生走进文本，通过不同形式和
不同要求的读，让学生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为第二课时教
学时自然落实“理解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的生活
习俗各是什么样的，从而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做好了
铺垫。

1.读的方式多。

老师范读，学生练读，全班齐读，小组合作读……这样通过
不同形式地读，不同要求地读，让学生感受文本，品位语言。

2.创设情境。

开课时播放《爱我中华》，为学生进入学习营造了美的氛围;
在引导学生了解蒙、维、藏、傣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时，



向学生播放有关的风俗图片，优美的音乐、生动的动画、入
境的诵读，学生的多种感官被调动起来，学生感受到了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之，自然地落实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
目标。

但是由于时间安排不合理，本课只讲完了两小节，今后在时
间的把我和分配上，还要更合理地安排。

儿歌的教学反思篇七

本节课设计着力体现“三重”，即重归类、重情境、重方法
指导，真正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识字，在快乐活动中识字。

本课的识字任务是12个，根据文本特点将其分为虫字旁的形
声字和其他生字两部分进行分类教学。先让学生结合生动有
趣的图片认识动物，发现虫字旁的形声字的造字特点，并以
此为出发点习得了识字方法；再结合多种形式朗读儿歌，落
实其他的识字教学任务，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归类识
字的意识。

随文识字时，汉字在文本中时而跳脱，时而融进有趣的语句，
深深吸引着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识字课的效率。

低年级教学应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设计符合年龄特点的识字游
戏与朗读活动。因此，在上课伊始，利用多媒体图片，创设
情境，运用“谁在哪儿干什么”的句式，激发表达欲望；在
随文识字过程中，以多种游戏活动为载体激发学生的识字兴
趣；在指导写字环节中，采用通俗易懂的编歌诀方法让学生
轻松掌握写字要领。进而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

本课的不足之处是，我的教学语言显得有些苍白，中间过渡
的地方不太自然，这需要在之后的教学中多下工夫，而且应
该把更多的课堂时间交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