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诚信的演讲词(模板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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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小桃树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上了新课《柳树醒了》，生字很快上好了。我看时间还
很充裕，就学起了课文的第一小节。“春雷跟柳树说话了，
说着说着，小柳树呀，醒了。”猛然间突发奇想，问：“你
们猜猜春雷会跟小柳树说些什么呀？”（学生们对猜特别感
兴趣，因为猜是随性的、无拘无束的`，即使错了，也不用怕。
如果改成‘想象一下’相信学生一定会掂量掂量后，才敢举
手。）刚开始，学生还没有摸着感觉，只有少数几只小手举
起来，刘舒琴说： “小柳树，小柳树，快起床！”我为了激
发他们的积极性，大肆鼓励一番。又有一位孩子发言
了：“小柳树，小柳树，春天多美啊，快出来看看吧！”受
到两位孩子的启发，随后就出现了非常热闹的场面，学生们
纷纷举手要发言，嘴巴里不时发出“恩恩恩”的声音。

有的说：“小柳树，小柳树，快点起来，上学要迟到了。”

有的说：“小柳树，快点醒来，我让闪电叔叔给你拍照
吧！”

有的说：“小柳树，不要在被窝里睡懒觉了！”

有的说：“小柳树，春雨马上要下来了，你快醒来，快快长
大。”……

回答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因为农村孩子们一向不善于
说话的，能形成这种氛围，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一棵小桃树教学反思篇二

《柳树醒了》是一首诗，以拟人的手法描写了春天的柳树。
本课，通过对柳树与春雷、春雨、春风、春燕这些景物生动、
形象地描绘，让学生理解春天、感受春天里事物的变化，从
而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

第一课时，我主要是进行了生字、词语、初读课文的教学以
及让生写“说、话、朋、友”四个字的教学。因此在第二课
时的教学中，我的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朗读课文和会
写“春、高”两个字。根据以上教学重点，我进行了教学，
得出了如下几点体会：

一、课文开头的生字词语复习，不仅能帮助学生巩固第一课
时学习的生字词，而且通过“摘花”、“猜字谜”两个小游
戏，让学生形象感知春天色彩明丽的美景的同时，更快地进
入优美的教学情境，获得身心的愉悦，巧妙激发了学生强烈
的求知欲，为后面的学习做好铺垫。可见，对小学低年级学
生而言，有效地组织小游戏进行教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二、课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图片出示冬天里沉睡的小柳树，
引导入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不仅设计新颖有趣，更能生
动且形象地再现了课文的内容，给学生以感官上的认
识。“请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如果你读得美，这棵柳树就
会为你睁开眼睛。”；“小柳树有点醒了。”；“小柳树听
了你们的动听的朗读声，他终于醒了。”这些鼓励性的话语，
让学生进入所创设的教学情境中，更好地融入了课文的学习
和理解之中。这个环节是本课的亮点所在。读画结合，将枯
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形象的画面，使文章的情趣与学生的感悟
融为一体，使朗读变成一种享受，也体现了学科间相互沟通
这一教学思想。

两个拓展题目，是对文章内容的延伸，有利于锻炼了学生的



想象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文的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朗读课文，但一堂课下来，学
生在朗读练习略显不够，而且不到位。虽然教师在教学设计
当中有设计如：指名读、分组读、男女生读、齐读、配乐读
等多种形式地朗读，但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实施
与落实，造成了教学重点不突出，难点没解决的尴尬局面。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极的组织者和
引导者。语文教学应以学生自读自悟、自学探究为基础，大
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
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一年级小学生达到这个理想目
标还不太可能，因此教师的有效引导显得更为重要。架设生
活与教材联系的桥梁，引导和调动学习的情感体验，关注学
生的内愉感受，注意培养学生对事物有正确的情感态度。使
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自主、民主
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读、说，在自读自悟、主动探究中认
识生字，读懂故事，初步了解春天的特点。

通过这一课时的教学，我更加明白了知识目标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会针对自
己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向
前迈进。

一棵小桃树教学反思篇三

经过第一天识字课的讲、评、反思,我们觉得还是老师讲得多,
霸占课堂,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学生各种学
习习惯、学习方法并...教学反思：经过第一天识字课的讲、
评、反思，我们觉得还是老师讲得多，霸占课堂，没有充分
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学生各种学习习惯、学习方法
并没有有意识地培养与引导。

所以，经过互相启发、讨论，这一课，我们重新调整设计思
路，尝试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识字。走简单、



实效路线，一堂目标不求全求多，求精求实，简化环节，放
手给学生时间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
他们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并且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活动，
让课堂真正成为他们的世界。

第一堂李艳芳老师试教，在听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更加的
清晰，重难点更加的明显。在李老师引过路和教赵校长指导
的基础上，我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设计思路：

第一课时以识字、写字为主。第一环节，谈话导入，巩固学
过的关于春天的词语，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二环节，
师生初读诗歌，通过关键词语了解诗歌主要内容。前两环节
不是重要部分，但作为一节完整的课又不可缺少。第三环节
为主要部分，分小组自主识字。因为是初次尝试小组合作学
习，所以，提前讲好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孩子们知
道如何合作，我以假设自己是小组长的方法，示范学生们如
何在组长的组织下一起学习——组长拿出一张生字卡，大家
一起来认读，都会的放一边，不会的，看有没有小伙伴会，
就请他来教读，都有困难的`生字留待请教老师。因为要求讲
得清，各小组学习积极性很高，且都知道该如何学习。看大
家都认读两三遍之后，我请组员来汇报自己组的学习情况，
有几个字是大家都觉得难学的。把这几个生字宝宝请上黑板，
我只作了简单的交待，第二次下达了小组合作的指令：用我
们学过的识字方法，小组合作来学习这几个有困难的字，比
比哪一组的识字效果好。二次合作后，孩子们都很有信心识
记这些字了。我就采取了读词语的方法来反馈学习情况。

不管是从课堂上学生读词情况来看，还是从课下的个别抽读
情况来看，孩子们大部分都掌握了本课要求会认的14个生字
（其中6个生字要求会写，放在下一堂完成）。并且用他们的
话来说，这样的课挺有趣，自己学得挺开心。

小组合作学习初见成效后，第二课时，我仍采用此种大胆放
手的方法：



1.回顾“柳树的好朋友”引关键词整体感知诗歌内容。

2.自读，你读懂了什么？

3.自读，小组讨论、学习，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听听别的小
朋友怎么说。

4.以第一小节引路，如何表演读来感知诗歌内容，体验春天
的美好。

5.同桌小伙伴合作学习：一小节一小节互相读，之后表演读。

不要小瞧了一年级的同学，他们的智慧真是了不得！14个生
字，通过小组学习，几分钟之后平均能学会12个左右。自己
读书，关键的词语都能找到并找全。看看他们的表演，那么
生动形象，春雷怎么轻声地跟柳树说话，柳树怎样睡觉，又
怎样听到叫声伸个懒腰醒了，孩子们表演得可生动了。表演
已经这么到位了，那理解诗歌内容，体会春天的美好这些目
标不是已经全完成了吗？并且示范引路后，两个小伙伴一起
学习，每个孩子都在张嘴读，我读给你听，你读给我听，我
们两个再合作表演一下，所有的孩子都参与到了快乐学习之
中。读得那么充分，一堂课有一半学生能把诗歌背下来；读
得那么开心，每个人都兴奋地投入到学习中。

这是我们一年组老师初次尝试小组合作学习，可以看到，我
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多调控不当，引导不到之处，
但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要有开始，只要敢去尝试，进
步与收获就一定会有的。

失败几堂课怕什么呢，如果天天学习了那么多的理论与理念，
就因为害怕失败，就因为怕影响了那几分成绩而一直不敢迈
出第一步，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进步有提高呢？我也相信，
在博爱，领导不会只看那个分数的。



大胆一些吧，只有在路上，风景才是变幻美丽的。

大胆地把时间还给孩子吧，只有孩子主宰的课堂才是充满灵
动与生机的“学堂”！

一棵小桃树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人，教师是
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课堂是学生学习、活动、
发展的重要场所，是他们自己的课堂。教师在教学中应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情境，
让每个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语文学习活动中，点燃孩子思
维的火花，开启心灵的智慧，感受成功的快乐，使学生在生
动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充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提高自己，
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一片广阔的天空。下面这一语言
活动教学片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思想：

《柳树醒了》是一首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儿童诗。作者采用拟
人的手法把柳树写成妩媚动人的春姑娘，同时也将春雷、春
雨、春风、春燕都赋予了生命的活力。这些事物和孩子们一
起构成了美丽的春之景。内容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在本课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走进自然的课堂，用
眼去欣赏，用耳去倾听，用心去感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和审美能力，激发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同时进
行语言训练，丰富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语言，打开孩子们想
象的大门，相信他们眼中折射的画面，比诗更蕴涵深意。

师：读了这首诗歌，你们喜欢吗？为什么？

生：喜欢。因为它写出的春天真美。

生：读起来，感觉特别亲（切）



……

师：把你喜欢的部分读读，争取读出美的韵味来。

（学生自由读文后指名读）

师：春天在你们的朗读声中更美了！春天这么美，我们也来
仿照课文作诗，好吗？

生：好！

老师出示句式：春天跟________说话了，说着说
着，________。

生１：春天跟大地说话了，说着说着，大地哟，醒了。

生２：春风跟桃花说话了，说着说着，桃花哟，红了。

师：这首诗更美！说出了桃花颜色娇艳美丽。

生３：春雨跟小草说话了，说着说着，小草哟，绿了。

生４：春天跟风儿说话了，说着说着，风儿哟，暖了。

生５：春风跟小燕子说话了，说着说着，小燕子哟，从南方
飞回来了。

生６：春雷跟小蛇说话了，说着说着，小蛇哟，醒了。

生７：春风跟小河说话了，说着说着，小河里的冰哟，化了。

生：老师，我能不能说夏天？

师：（满含鼓励地）当然可以呀！



生：夏天跟荷花说话了，说着说着，荷花哟，开了。

生：秋风跟葡萄说话了，说着说着，葡萄哟，紫了。

生：秋天跟高粱说话了，说着说着，高粱哟，红了。

生：冬天跟北风说话了。说着说着，雪花哟，飘了。

……

师：同学们的想象力多丰富啊！你们的诗和课文做得一样好。
将来你们一定能写出比课文更美的诗歌来。

（此时，学生显得很兴奋。）

生：我可以用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美丽吗？

师：可以呀！

（此刻，学生显得更兴奋）

于是，同学们又动手画起来，有的还在画的旁边加上相应的
文字加以描述。这一张张美丽的四季图，牵动着孩子们美好
的心灵，寄托着他们无限的憧憬。

【反思】

这一课，学生们真的给我带来太多的惊喜，让我惊讶于他们
语言的美丽，心灵的美好，思维的活跃，想象的广阔。

１、善于模仿令人喜悦：

在设计这次语言实践活动时，还在担心学生是否有困难。可
是课堂上学生的表现真的令人吃惊，从他们的口中，美好的
春天以诗的语言源源流淌。不仅语句优美，而且与课文格调



一致，这真是难得。

２、意境可深入令人惊喜：

真没想到，孩子们不仅诗模仿的好，而且，思维能更深一层，
让人惊讶不已，学生能够抓住季节中有代表性的事物，说出
它们的特点，而且用词准确，不仅如此，学生还能从花草树
木想到动物、自然现象，一句“小蛇哟，醒了”就让人真切
的感受到春天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小河里的冰哟，化
了”，“……风儿哟，暖了”……真不敢相信，这一句句富
有诗意的话，竟出自一年级小学生的口中。着实给了我一个
意外的惊喜。

３、思维的飞扬实在可喜：

你瞧，“……葡萄紫了”，“……高粱红了”，“……雪花
飘了”……多么有想象力的语言！此刻，学生的思维就好象
插上了翅膀，飞得更高更远，虽稚嫩，但美好。

４、锦上添“画”，喜出望外：

更令人震惊的是，孩子们不仅心中有春天，而且，画笔下的
春天更加艳丽多彩。

他们用童心去描绘自然，歌唱生活。孩子的心就是一篇最美
的童话。学生带给我的一次次惊喜，让我感到，孩子的内心
世界是广大的，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把善于
开启学生心智的钥匙，就能去唤醒孩子个性创造的潜意识。
必然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萌生，促进创新能力的发展。
２１世纪的教育是关注学生生命的发展、弘扬学生灵性的教
育。课堂教学理当为学生创造展开灵性双翼的机会。



一棵小桃树教学反思篇五

《柳树醒了》是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在孩子的面前的，题目就
运用了拟人的写法，课文似一篇引人入胜的童话。春雷把她
从沉睡中叫醒了，她睁开了睡眼，春雨给她洗澡，春风给她
梳头，春燕跟她做游戏，孩子们也醒了，投入到了紧张的学
习中。

学生对课文的内容非常的感兴趣，在反复的朗读中感悟课文
的内容。明确了“柳树醒了”是什么意思，“柳树醒了”说
明了什么。在课的结尾我引导学生完成课后的习题：在春天
里，还有什么醒了呢？学生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没有想到一
年级的孩子懂得的这么多，他们把自己对春天的了解和感悟
用自己稚嫩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提醒我们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要多给学生提供表达和表现的机会，不断地培养和提高
他们的语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