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大
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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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一

这堂课根据学生的学习热情、思考、灵感，我临时改变了原
先的教学设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
互动的过程，课堂教学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教师也不
应拘泥于预先设定的程式。开放课堂，尊重学生的学习需要
和热情，让我们用一颗宽容的心允许学生打破我们的预设，
让我们在师生互动中多一些即兴的创造，使我们的课堂更充
满生命力！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二

在本课教学识字过程中，我比较注重识字方法的渗透，引导
学生用多种方法去识记。指导学生归类识字，做
做“打”“拍”“拔”等动作，让学生自己发现表示手的动
作的字都有提手旁，做做“跳”“跑”“踢”等动作，学生
又发现表示脚的动作的字都有足字旁，还让学生猜字谜认记
生字以及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加一加、减一减等）认记
生字；在教学“身”字时通过演示汉字的演变过程帮助学生
认记。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可以立足课文，培养学生对自然美的欣赏。在教学中，



学生通过感悟书中的精美语言，被伟大与神气的自然所吸引。
在充分感知课文后，我引导学生课后找一找，在冬天，还发
现了哪些“小秘密”，亲身体验，寻找冬天的小秘密，让学
生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学习的快乐。由此教师有意识地把课
内学习延伸到课外，增加学生创造性学习与实践的机会，鼓
励并带领学生走出教室，亲近自然，观察周围的事物，引导
学生用眼、耳、鼻、手等器官去感受自然，最后用语言表达
出来。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四

课前，我让学生搜集食品、鞋子、饮料和各种各样的.商品包
装盒、包装纸，在班级里摆一摆，认一认，如果想得到这样
东西，必须认得上面的字，把它读出来。这样，把识字教学
置于生活的大背景中，课堂上不断给学生展示在生活中识字
的机会，学生识字的兴趣和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设计中，以学生为课堂的主体，他们有充分尝试的机
会和自主选择的`权利，在选择中主动体验学习，在生生互动
中，相互启发，拓展思路，分享学习之乐。同时以识字为基
点，引导学生发现词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在感受识字
之乐的同时，观察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交流能力
都得到全面和谐发展。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六

“识字加油站”编排了6个数量词语，让学生通过生活中常用
的数量词语识字。“字词句运用”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
是“找一找，连一连”，选取了一部分字母，大、小写字母
对照，复习巩固语文园地一学过的字母表，为第三单元音序
查字法的学习打基础。二是“读一读，想一想”，归类出示
带有“日”和“寸”两个部件的生字，引导学生发现这些字



中都有相同的部件，同一个部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字里面，
位置不同。第一组这几个字的意思都与时间有关，渗透
了“形旁表义”的规律。“展示台”出示了十个词语，引导
学生从其他课本上识字。“日积月累”编排的是古诗《春
晓》，帮助学生学习积累经典诗文。“和大人一起读”编排
的是一篇散文《阳光》，通过和大人一起阅读，感受阳光的
美好和宝贵。

理解量词，并正确使用量词。“识字加油站”这个版块呈现
了6个词语，在理解上没有什么问题。数量词的正确使用是难
点。教学中，在熟读的基础上，我采用师生问答的填空形式，
加以识记巩固。

“字词句运用”这一版块中，能让正确认读每一个大小写字
母，并将大小写字母一一配对。认读已经学过的汉字，根据
分类。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用换一换的方法识记。

“展示台”版块中展示了生活中自主识字的成果，激发了自
主识字的兴趣。 “日积月累”能够让学生借助拼音朗读古诗，
背诵古诗并感受雨后清晨的美丽春光。

语文园地二涵盖的知识点比较多，我在教学过程中，把内容
分解成两部分来上，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课堂上，我让
学生充分的利用课堂参与课堂，讨论自己得出知识点和结论，
这样的学习效果比教师满堂灌输好得多。

课堂是学生的，教师应该还给学生。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
感知来理解诗句的意思，使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中的学有所
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能更牢固的掌握知识点，语文的学
习也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1.本次展示活动是引导学生交流在其他课本中认识的字。展
示交流时，形式单一，未能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展示。



2.“和大人一起读”环节，只是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与家
长一起读。而作业效果并不理想。

1.课堂上，可让学生口头说说自己从其他课本中认识的字，
教师也可以在实物投影中出示学生常用的数学书、音乐书等，
让学生认一认里面的字，了解学生课外自主识字的情况。

2.大人和孩子一起读文章时，可以展开一场朗读比赛。比比
谁的朗读让“禾苗、小树、小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
据“阳光就跳进了我的家”，家人之间还可以展开想象，各
自说说“阳光”像什么。家人还可以一同到公园、街道、校
园等，找一找阳光带来其他变化。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七

《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语文园地一是孩子们进校以来的第
一个复习课，内容很丰富，它是第一单元识字、阅读、积累、
交际的延伸，是沟通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的桥梁，既是学生
合作、竞争的平台，又是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因此，
我们需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教学。

在以前教学“我会读”这一环节中我要求学生比赛读，在比
赛中学生基本能够很好的'读出词语来，我一直比较满意。而
在今天教学这一环节时我变换了方法，要求学生想怎么读就
怎么读，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比如“带学生读，
自己读，带四人小组读，带女生全体读”，还有他们最喜欢
的就是挑战读了“挑战小组，挑战个人，”他们的方法比我
想到的要多。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学生以发挥的空间，但最重
要的是我们做教师的能不能真的放开了，有没有真的给学生
创造一个发挥的平台。

一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三教学反思篇八

《我们的画》是一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二的内容。本课口语交



际的重点是指导学生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思，即自己画什么，
为什么要画这一内容。在上课之前，我要求学生画一幅画，
内容不限，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

上课时，我先从教材配图入手，让学生仔细观察图上的小学
生在做什么?学生在说的过程中，我引导他们按顺序说：如先
从整体到部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可真热闹啊。同学们在
说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及时纠正，说得好的给予鼓励。在
这个基础上，我让同学们学着他们的样子，互相介绍一下自
己的画，也可以评价别人的画，说说好在哪里。同学们特别
兴奋，很快拿出自己的画，争先恐后动机介绍自己的画。然
后，我创设小记者采访、办画展等情境，并且每一个环节做
好示范，让学生兴趣盎然地演，在表演中说，在交际中学会
本领。

一年级的学生刚开始学口语交际，而且语言表达还和要求存
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在以后慢慢地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