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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操场上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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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年级语文操场上教学反思篇一

对于一年级刚刚入学不到两个月时间的`孩子来说，“操场
上”这节比多少的数学课是一个较难的知识点，为了突破它，
我做了如下的尝试：

一、在操作中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通过学生摆，亲自感
知数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用语言表述比较结果，并把形象的
事物比较转化成抽象的数据表达。这一过程符合儿童的认知
结构，他们自然地内化自己的学习经验，以至于最后能直接
寻找现实中的数学信息，进行合理比较。

二、挖掘学生身边生动的素材。

在数学学习的活动中运用眼前所有的素材，如“摆圆片和三
角片、小组同学比一比”等都可以用来比较。这样素材拿来
即用，而且使学生感觉到数学就在我们的身边。

三、抓住学生的心理，让学生在玩中学。

教学的最后环节是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学生进行比较并列式，
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促进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今后的
学习奠定基础。

在教学中，由于学生的语言表达并不是很完整，我们要有一



个等待的心态，鼓励、期待他们的成功表述，不能简单地打
断或者代言，给他们机会，相信他们能行。我还要更加细致
地关注每一个孩子，给他们表达的机会。

一年级语文操场上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以体育活动为主题，由一幅画、六个词语和一首儿歌组
成，词语都是体育活动的名称，儿歌描绘了下课后在操场上
学生活动的情景。本课属于按事物规律识字一类，反映的是
学校生活，学生在生活中也较感兴趣。教学时，可将观察图
画、认识事物、学习汉字有机结合起来，教材又倡导“多认
少写，及早阅读”的识字教学新理念，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我
让学生看图说、看图贴、再反复多种形式学习词语，让学生
在游戏中学，在活动中学，在情境中学，增强了趣味性、参
与性和可接受性。

教学目标

1、认识9个生字，认识“足字旁”、“提手旁”2个偏旁，能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初步感知儿歌。

2、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兴趣及能力。

3、激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认识9个生字和2个偏旁，能正确、流利的朗读词语。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示课题《操场上》）能来读一读？



师：平时你们在操场上都干些什么啊？

生：跑步、做游戏……

师：想不想看看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他们下课都干些什么吗？
（想）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闭上眼睛，等数到三再睁开。（师出
示课文情境图）

二、学习字词

1、看图说话，认识体育活动的名称。

师：看，操场上多热闹啊！这些小朋友都在干什么呢？

（生：有的在跑步、有的在打球……）

（师逐个出示词语卡片让生认读，并让生将它们贴到图上相
应的位置上）

2、四人小组，借助拼音、自主认字。

师：看样子每个小朋友想和词语宝宝交朋友，别急。今天这
些词语宝宝还跑到我们小朋友的座位里来了，他跑到哪儿了
呢？快找一找。（生拿出座位里的信封）

:师：四人小组只有一个人那有，如果找到了就马上坐好。静
静地用你地眼神告诉老师你已经找到了。

让生在四人小组里借助拼音互助学习。

3、反馈交流。

（1）师：小朋友们老师看你们学得很认真怎么样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一年级语文操场上教学反思篇三

这次考试后，我浏览了这份试卷，本份考卷知识面较广，题
型较灵活，重点在考学生应用能力。通过本次测试，发生学
生做得较好的方面有：

1、汉语拼音掌握较好，看拼音写词语，和连线题做的较好。

2、能看图写出相应的象形字，会给字加偏旁组词，能根据字
的意思选字填空。

3、对课文内容较熟悉，因此按课文内容填空失分不多。

不足之处：

1、不能规范写字。部分学生书写不认真。

2、弄不清形近字和同音字。

3、阅读理解能力不够理想，有些人数不清自然段，分不清故
事和故事中的人物，题上要求写故事中的人物写成了故事。

基于以上的'错误，在今后教学上，我的整改措施有：

1、在日常的教学中，我要加强对学生的良好的读书、写字、
倾听、动手、思考等习惯的培养。

2、加强识字教学，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如：加强识字、写
字与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更合理的运用所学的生字。重视汉
字的构字规律，精心组织各种生字游戏，在活动中教给学生
自我识字的方法。增强生字的再现率，加强巩固运用，让学
生在反复再现中认识，在阅读理解和运用中掌握。



3、继续加强对后进学生的辅导。给后进学生优先权，优先提
问，优先指导，优先批改作业。

4、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提高阅读能力及写的能力。

5、重视培养学生认真审题目、仔细检查的习惯。

6、加强看图写话方面的指导，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

7、认真学习新课程理论，以新理念为指导，不断改进课堂教
学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一年级下册语文《操场上》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年级语文操场上教学反思篇四

根据教材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认识9个生字，认识“足字旁”、“提手旁”2个偏旁，能
正确地朗读儿歌、初步感知儿歌。



2、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兴趣及能力。

3、激发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根据教材和一年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时，我将观察图画、
认识事物、学习汉字结合起来，教材倡导“多认少写，及早
阅读”的识字教学新理念，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我让学生看图
说、看图贴，还设计了有趣的游戏活动。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大部分学生能够识记九个生字，也认识了足字旁和提手旁。
但与我的教学设计相比，实际的教学过程缺少很多亮点，如
我设计的游戏识字环节就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对教材挖掘得
不够深入，对教学过程的操作不熟练。此外，作为新教师，
还是经验少，掌控课堂的能力也远远不够。

根据本课的内容，我设计了一段舞蹈律动导入新课，即让孩
子们做健康操以贴近运动感知，从而引出在学校做体育活动
要在《操场上》进行。由于学校的塑胶跑道刚刚投入使用，
所以当我问起“你们想在操场上做哪些体育活动？”时，学
生们显得很兴奋，都积极发言回答。课堂气氛较活跃，但在
这里似乎耽误了一些时间。接下来便是看图识字了。

在此环节我设计了让学生看图说、看图贴以及多种形式反复
学习，内容上，有借助拼音和去掉拼音读，有读生字、读词
语和读儿歌；形式上，有自由读、指名读、领读、齐读，有
开火车读、同桌合作读，有男女生比赛读、师生对读等。我
还采用编顺口溜的方法让学生认生字，不断强化字音和字形，
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游戏中学，在活动中学，在情境中学，多
种形式地学。但实际操作时，由于时间问题也没能完全实现，
只进行了多种形式反复读的练习以及介绍自己的识字方法等
活动。

在教学本课时，闫主任听了课，并对我的教学进行了点评和
指导，这让我知道了自己需加强和注意的地方，同时也让我
学会了许多东西。首先，她肯定了我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识字



教学的意识和做法，还向我介绍了更多形式的识字方法，令
我今后很受用。但在我认为很不错的导入环节，却遭到了质
疑，听了闫主任的讲解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课前的律动会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律动应放在课中二十分钟以后进行。此外，
在引导学生看图时，我没有按顺序、方位看图，导致词语的
呈现显得很凌乱，且耽误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环节
的承接不清晰、不连贯，这也是我一直掌握不好的地方。

总之，作为一位新上岗教师，我身上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
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幸能
够得到前辈们的指点和帮助，我想我会成长得更快。同时，
我也会非常努力的。

一年级语文操场上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以体育活动为主题，由一幅画、六个词语和一首儿
歌组成，词语都是体育活动的名称，儿歌描绘了下课后学生
在操场上活动的情景。本课属于按事物规律识字一类，反映
的是学校生活，学生较感兴趣。现对于我讲授的第一课时作
如下反思：

根据教材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认识9个生字，认识“足字旁”、“提手旁”2个偏旁，能
正确地朗读儿歌、初步感知儿歌。

2、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兴趣及能力。

3、激发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根据教材和一年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时，我将观察图画、
认识事物、学习汉字结合起来，教材倡导“多认少写，及早
阅读”的识字教学新理念，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我让学生看图
说、看图贴，还设计了有趣的游戏活动。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大部分学生能够识记九个生字，也认识
了足字旁和提手旁。但与我的教学设计相比，实际的教学过
程缺少很多亮点，如我设计的游戏识字环节就没能实现。原
因在于对教材挖掘得不够深入，对教学过程的操作不熟练。
此外，作为新教师，还是经验少，掌控课堂的能力也远远不
够。

根据本课的内容，我设计了一段舞蹈律动导入新课，即让孩
子们做健康操以贴近运动感知，从而引出在学校做体育活动
要在《操场上》进行。由于学校的塑胶跑道刚刚投入使用，
所以当我问起“你们想在操场上做哪些体育活动？”时，学
生们显得很兴奋，都积极发言回答。课堂气氛较活跃，但在
这里似乎耽误了一些时间。

接下来便是看图识字了。在此环节我设计了让学生看图说、
看图贴以及多种形式反复学习，内容上，有借助拼音和去掉
拼音读，有读生字、读词语和读儿歌；形式上，有自由读、
指名读、领读、齐读，有开火车读、同桌合作读，有男女生
比赛读、师生对读等。我还采用编顺口溜的方法让学生认生
字，不断强化字音和字形，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游戏中学，在
活动中学，在情境中学，多种形式地学。但实际操作时，由
于时间问题也没能完全实现，只进行了多种形式反复读的练
习以及介绍自己的识字方法等活动。

在教学本课时，闫主任听了课，并对我的教学进行了点评和
指导，这让我知道了自己需加强和注意的地方，同时也让我
学会了许多东西。首先，她肯定了我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识字
教学的意识和做法，还向我介绍了更多形式的识字方法，令
我今后很受用。但在我认为很不错的导入环节，却遭到了质
疑，听了闫主任的讲解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课前的律动会分
散学生的注意力，律动应放在课中二十分钟以后进行。此外，
在引导学生看图时，我没有按顺序、方位看图，导致词语的
呈现显得很凌乱，且耽误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环节
的承接不清晰、不连贯，这也是我一直掌握不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