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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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一

语文园地五所在单元中的组文，都抒写了对生命的感悟。那
用心灵触摸春天的盲姑娘，那以帮助别人为快乐的祖孙三代，
那砖缝中顽强生长的香瓜子和绝境中奋力求生的飞蛾，以及
在冷风冷雨中傲然挺立的小花，无不展示了对生命的热爱。
所以这一单元的口语交际和习作都是以“生命”为主题的。

课前围绕“生命”搜集了部分图片，同时也搜集了许多热爱
生命的感人故事，在借鉴别人资料的基础上，汲取众长，又
根据自己对“生命”的解读，写完了语文园地五的教案，并
制作了13张幻灯片。

口语交际课上，主要以学生为中心，让他们自主讨论，并向
周围同学讲述自己搜集的感人故事，同时让他们互助互评，
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另外，从每
组中选派代表到讲台上展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习作
课上，重点让学生明白了第五单元课文在表达上的一个共同
特点，即都由一件事情或某一生命现象引发思考来表达自己
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并且让同学们借鉴这种写作方式，另
外让同学们在作文中引用一下名人名言，使自己的作文更加
精彩。

授课过程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由于对语



文园地缺乏足够的重视，准备工作不充分，另外没有很好的
进行课前试讲；授课时还是会出现“卡壳”现象，过渡不自
然；另外，没有很好的把握时间，时间有点紧迫。在以后的
实践工作中还需要继续努力，改正缺点。

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法进行教学，充分发挥了学
生的主体作用，积极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和谐、安全的情境，
学生在自主的空间里，自由奔放地想象、思维和学习，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本课设计有梯度性，先课本上，再课外和生活中。如在完成
第一题时，老师追问一句：你还想在这些花瓶中插花吗？在
完成第二课时，老师就要同学们找一找教室里的东西，联系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比一比谁量词用得准确。“游戏”对口
令是本课设计较成功之处：先老师跟学生对口令，后由学生
模仿自编题目对口令。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实施开
放式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在课堂活动过程中感悟知
识的生成、发展与变化，培养学会主动探索，敢于实践，善
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合作交流的精神和创新意识。

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三

前天宋主任跟我说第二天第三节课会过来听课。听完心里怕
怕的啊——还没有把这群小屁孩的行为习惯整好啊，不能保
证他们会乖乖听课，跟着老师的思维走啊。最担心的是那几
个捣蛋王会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可是，宋主任说如果一开
始就做得很好了，那还需要导师干嘛。别怕出错，我们观摩
以后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这是好事。听完这一席话，
想想也对啊，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背负着那么重的包袱呢，
做好自己就好。



要学习新课《语文园地一》。按照以前的教学，语文园地的
内容我是不怎么讲的，比如我的发现和日积月累两大板块都
是明确学习任务然后下放到小组讨论中完成，最后带着他们
做总结顺带点拨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考虑到还没有给
这里的小屁孩进行分组学习，所以明天的课还是需要自己带
着他们一起学习。

看着刘老师的课件，结合教参，觉得“我的发现”和“日积
月累”两大板块主要要求掌握形声字的识记规律、词语的积
累和运用，根据这一想法确定课上主要让他们发言，让他们
读。总体来说上课纪律比前几天要好，估计是小屁孩们知道
领导要来听课，哈哈哈哈，小小变色龙，可爱ing。

前半节课小屁孩会因为小组竞赛保持比较高的注意力，但后
半节课就坚持不下去了，课堂氛围比较沉闷。

听了宋老师的点评后，把一些以后需要注意的地方记录在这，
希望能警醒以后的自己。

4、要强调书写，强调写字姿势；

5、预习指令要非常明确，预习到位的要及时表扬；

6、学生出错了要及时指正，教师要适当范读

除了上面宋老师提出的建议外，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我觉
得以下方面也该重点抓：

1、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着力组建好得力班干队伍；

2、强制培养小屁孩的行为习惯（坐姿、排队、上课和课间纪
律）

4、加强板书设计。



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园地三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的发现”“读读
记记”，一是“读读背背”，还有一个是“成语故事”的教
学。“读读记记”选取的是课文里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句子，
这些句子采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是描写更加生动、
形象。积累这样的词句，可以使学生多了解一些语言现象，
使学生领悟语言更多的表达方式，因此，我遵循教师用书中
的教学要求，通过让学生读句子、说句子，让学生认识比喻
句、拟人句；通过反复读句子，让学生理解这些句子在文中
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学习我再让学生在书中找
一找学过类似的句子，进行交流，使学生感受到语言的多种
表达方式。教参要求不讲解修辞知识，因此，我没有去强调
修辞知识。在学“读读背背”的内容时，我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诵读，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悟出谚语含义同时，使学生
受到思想方面的教育，积累语言，感受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
力。

成语故事的教学我采取的是让学生自学完成，先出示一些自
学要求，根据要求在小组内互助学习故事内容，理解寓意，
然后结合实际说说自己对这个成语的体会，这样做既达到了
学生的自学能力又达到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语文三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五

小语新课程标准认定“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人”，因
而，“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主动地获取
知识，形成能力”。孩子的成长基本上得益于自己的学习，
课堂上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我决心真
心实意地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把握训练题，注重学生
能力的提高。新教材旨在使学生不要死读书，读死书，而是
要把书读活，在接受重知识的同时，又要提高学生的能力。

就拿口语交际这一训练来说吧。语文园地四中口语交际《我



们的小制作》，我让学生回家，用橡皮泥捏出的图形，纸片
可以叠成船、天鹅等，布头、树叶粘成贴画。废教学设计，
教学反思，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烛光漫步弃的塑料瓶可以
做花、机器人等……在制作过程中，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
可以和伙伴商量，也可以请教大人，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动
手做一做，有耐心，细致就可以做成自己喜爱的小制作。并
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写下来。

第二天学生在班上展示自己的作品，说一说自己是怎样制作
的，再评一评，议一议，谁的手巧，谁说得最清楚，这下学
生的积极性可高了。已有话可说，通过这次口语交际，不但
培养了学生的观察、思维、概括、说话等能力，更是给学生
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天地，想怎样说就怎样说，无拘无束，畅
所欲言，从而也为夯实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