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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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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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篇一

这一课我给孩子们创建了有意思的ppt，使孩子们学习汉字的
兴趣满满，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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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学生获
得浓厚的识字兴趣，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以后的识字活动中，
这一节的识字体验尤为重要。然而，刚入校园，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尚未形成，学习注意力维持时间尚短，学习兴趣容
易被激发，也容易消散。因此，识字教学必须建立在“趣
味”的基础上，借助多种活动进行，如，在看图中识字，在
表演中识字等，引导学生经历识字过程，获得识字体验，最
终准确识字。

但是还是由于对每一个孩子还不够熟悉，在教学过程中没有
注意到孩子们的差异性，只做到了一视同仁，没有做到因材
施教。没有给学生准备充分的游戏来熟悉课堂。课堂语言不
够充满童趣，在课堂上孩子们的纪律只能维持三十分钟，会
有学生容易走神。

在下一步的教学过程中，我要尽快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特
点，性格特点，尽量做到因材施教，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性格特点，有针对性的授课。用充满童趣的语言来教
导学生，进一步强调学生的课堂纪律，规范学生的学习习惯。
在备课时尽量准备几个小游戏，在学生分神的时候用小游戏
来引起学生的注意。



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篇二

1、会认天地人你我他6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读6个生字。

3、知道天地人你我他所表示的意思能对号入座。

【教学重难点】

知道天地人你我他所表示的意思能对号入座。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相关的课件。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二课时

一、巩固生字

1、我会认。

变序抽取字卡，学生开火车读，全班齐读。做找朋友游戏。

2、我会记。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字的？

全班交流。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记。

3、我会用。



摘果子说词语或句子。

选生字卡填空。

交流：我们周围还有哪些地方用上了这一课的生字？

二、指导书写“天地人”

1、观察课本中田字格里的范字。

2、说一说：通过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引导学生从横的长
短变化及其在田字格里位置变化这两方面来说）

3、教师范写二三，边写边讲述书写要领。

4、学生分别描一个、写一个，写完后与范字对比。教师巡视，
个别指导。

5、讲评：讲评后，学生继续练写。

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篇三

本节课设计重点体现在真正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识字，在
快乐活动中识字。

多种方法识记，提高识字效率。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文
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的难点。本节课以6个生字的识记
为重点，引导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识记生字的方法。
在汇报的过程中，识字的方法变得多元化；在教师点拨的过
程中，识字的方法变得有效化。

教学目标中提出：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这种
喜欢和愿望需要老师在平时的教育中去激发和培养。比如在
教学生字时，用生字卡片，让孩子们三到四个人为一小组进



行合作，想办法记字。创设情境识字。将情境带入课堂，将
课堂还给学生，给学生更多的活动空间。

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篇四

《天地人交响曲》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谭盾的重要代表作品
之一，该交响曲是为了庆祝香港主权回归而创作的作品，于7
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全曲分为天、地、人三个乐章，
庄严壮丽的古代编钟声、天使般的童声合唱、大提琴的低声
吟唱，表现了祥和的气氛。

《1997天地人交响曲》中乐曲表现了香港的气势磅礴，有很
强的张力与震撼性，并能从历史的角度把过去和未来连接在
一起。欣赏这部交响曲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导学生正确的判断
编钟、童声合唱、大提琴独奏及管弦乐合奏出现的先后顺序
即可。在欣赏音乐作品的同时，懂得音乐作为声音艺术，它
具有再现生活和表达情感的功能，我们欣赏的时候应该走进
作曲家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对情感的表达。

天地人教学反思精简版篇五

本节课设计重点体现在真正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识字，在
快乐活动中识字。

1.多种方法识记，提高识字效率。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语
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的难点。本节课以6个生字的识
记为重点，引导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识记生字的方法。
在汇报的过程中，识字的方法变得多元化;在教师点拨的过程
中，识字的方法变得有效化。

2.教学目标中提出：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这
种喜欢和愿望需要老师在平时的教育中去激发和培养。比如
在教学生字时，用生字卡片，让孩子们三到四个人为一小组
进行合作，想办法记字。创设情境识字。将情境带入课堂，



将课堂还给学生，给学生更多的活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