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 灯笼
教学反思(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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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满山的灯笼火把》选自s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在教学中我主要运用以下方法引导学生在感悟中体会课文内
容：

第一、朗读法，新的语文学习理念告诉我们，阅读是学生个
性化的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过分讲解代替学生的朗读实践，
因此我利用多种形式提供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进行朗读，从
而真正地实现以读促讲、以读代讲的目的。在读这一活动中，
我安排两个层面的读，首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在
这一环节中，使学生真正读通读顺课文，然后能大概表述文
章的主要内容。第二个层面的读是让学生细读感悟，在这个
环节中，我主要运用让学生抓重点词和句的方法来感悟理解，
从而让学生在读中一步步深入文本。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声
情并茂的朗读深深打动了每一个听众。

第二是创设情境法。这是一个感人的成长故事，但是由于学
生阅历有限，他们不能很好地感知课文中描写的情景，所以
就会影响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因此我就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创
设情境，例如在导入这一环节中，我创设“风雨交加、闪电
雷鸣”的情境，让学生感受当时天气的恶劣，从而感受小男
孩儿掉进土坑的心情，还有我让学生想象如果是自己掉进没
有一个人的野外的土坑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等等，让学生
真正体会文中“我”的感受，从而以最大的可能体会课文所



描绘的情景。

虽然这次讲课基本达到了预先的设想，但还有很多不尽人意
的地方，比如我想让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自己的成长故事，结
果由于时间关系只好去掉这一环节。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前段时间，我做为我校20名教师中的一员，历时3天，赴山西
太谷学习取经。回校后，参加学习教师先后写了《学习心得
体会》，召开了研讨会，并带头上了课改研讨课。

本次我执教的是二年级语文《做灯笼》的第一课时。本节的
教学目标有两个：1、认识14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2、能正
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课前我让学生预习课文时，做到三点：
1、课文读3遍;2、标出共有几个自然段;3、圈出会认识字、
生字。根据二十四字教学模式，教学过程我设计了四步：一、
初读点拨;二、自学检测;三、指导书写;四、达标检测。

初读点拨环节，我提出了两个问题：1、这篇课文共有xx个自
然段。2、课文讲了xx和xx的故事，xx是班里公认的小画家，xx
的手很巧，xx扎了一个漂亮的灯笼，王京在灯罩上xx。由于学
生有预习做基础，很轻松就解决了问题。

自学检测里重点先让3、4号学生认读生字、词，然后把生字
按结构分成几类，让学生自由说识字方法，同时注意区分形
近字、同音字，因为有小组评价做支撑，同学们积极性很高，
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指导书写环节，我按左窄右宽、左右宽窄基本一致、独体字
等分类，介绍新偏旁“提土旁”，先让学生掌握了书写规律，
再在课本田字格里描一个写两个。

最后的达标检测环节，我选用了《创维新课堂》上1、2题，



第1题检测会认字，第2题考查会写字。写完后，同桌对照。
通过检测，学生们基本都能掌握。

总的来说，这节课教学思路清晰，时间安排较合理，达到了
预设的教学目标，比上次的公开课有进步，得到了听课老师
的一致好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读书时间少，在同桌
轮流读书时，任务分配不均，1、2号同学读的过多，3、4号
同学读的过少;指导书写时“泥、良”两个字最后两笔的笔顺
易错点，但没给学生点拨到位。

事实证明，只有不断地把学来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教学
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在今后的教学中，要不断学习，精
心备课，灵活运用教法，努力打造真正的高效课堂!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根据《纲要》中“学习内容来源于幼儿的生活”“指导幼儿
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
开展其他活动”的理念，我设计了这一美术活动，旨在引导
幼儿运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实现自己的愿望，进一步
激发幼儿对艺术活动的兴趣。

春节小朋友都看到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着灯笼，感受到过
年的喜气。小朋友对灯笼是比较熟悉的，都带来各种灯笼，
也很想尝试自己做或画一个灯笼，所以画各种灯笼小朋友还
是能表现的，而且中班幼儿的想象力较丰富，能根据不同的
轮廓、线条想象出不同的形象，并尝试动手画出具体形象，
所以在活动中我们的重点是要求孩子画出灯笼表面的各种背
景，体现一定的主题。

这个活动开始时，我先带领孩子欣赏灯笼的实物，引导孩子
观察灯笼的表面会有哪些图案，为后面孩子自己设计图案做
铺垫，也为突破教学难点做好引导。然后出示老师自己制作
的灯笼，引导孩子观察自制灯笼的特别之处，使孩子明白每个



“灯笼”上有一个主题，要围绕主题装饰画面。由于前面的
引导比较细致，所以孩子设计时大都胸有成竹，没有孩子拿
着笔发呆的情况出现。

水果、烟花、动物、人的简单形态我们以前都画过，所以这
次我没示范，也没请个别小朋友上来画一下，直接让小朋友
自己设计。通过小朋友的画，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朋友没有
把画面布局好，有的把彩灯挂到脚底下了，太阳连着人的头
了，还有的脚底下在放烟花了，什么都有。从中，使我知道
了，中班的小朋友，虽然有的内容会画了，但要把这些零碎
的内容放到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他们还不会组合，还需要
老师的引导。当时，我要是稍加引导，小朋友肯定组合的不
错的，画面看上去也一定会比较合理。

在孩子完成作品以后，我组织了一个“灯笼舞”，孩子拿着
自己设计的灯笼边舞边欣赏，从孩子的笑脸中看到孩子体验
到了成功的喜悦，过年时的气氛仿佛又在眼前。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吴伯萧的《灯笼》，是一篇文质兼美的佳作，对于这样的一
篇作品，如何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能够读懂文本体
验作者笔下的家国情怀是本文的难点。从小事写起，引出家
国情怀，本文的重点，这也是课堂上用时最多的地方。

课堂上引导同学们反复的诵读相关的段落，以及小组合作教
学的开展，较好的实现了重点的落实，难点的突破。特别是
在相关语句的诵读过程中，同学们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抓
住关键词去领略和分析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我想这
些是本节课成功之处。

当然本节课上下来还有很多的不足，比如教师的语言组织不
够严谨，对于学生的指导诵读有欠深入。特别是学生个性化
的诵读，在本节课中体现的较少。在今后的散文教学中，应



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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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吴伯萧的《灯笼》，是一篇文质兼美的佳作，对于这样的一
篇作品，如何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能够读懂文本体
验作者笔下的家国情怀是本文的难点。从小事写起，引出家
国情怀，本文的重点，这也是课堂上用时最多的地方。

课堂上引导同学们反复的诵读相关的段落，以及小组合作教
学的开展，较好的实现了重点的.落实，难点的突破。特别是
在相关语句的诵读过程中，同学们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抓
住关键词去领略和分析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我想这
些是本节课成功之处。

当然本节课上下来还有很多的不足，比如教师的语言组织不
够严谨，对于学生的指导诵读有欠深入。特别是学生个性化
的诵读，在本节课中体现的较少。在今后的散文教学中，应



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