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
(优秀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第一学段的识字写字教学要让学生喜
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在本课教学中，我
在课文解读上花费时间较多，导致学生识字教学时间不足，
没有给到孩子们充分的时间练习写字。此外，拓展环节，忽
略了课后练习中的几种树木，没有把那几种树木创编到儿歌
中，没有在情境中拓展延伸。此外，课后的几句有关树木的
名言，也应作为重点之一，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同学们，树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你
认识身边的哪些大树呢？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认识一下这些树朋友吧。

二、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做到一准五不。

2、在读课文，和同桌小伙伴比比谁读得通顺。



3、小声读课文，找到课文中出现的树宝宝，用喜欢的符号标
出来。

三、读认生字

1、出示词语，检查认读情况。

2、去掉拼音检查。

3、观察梧、桐、枫、松、柏、桦、杉、桂

有什么相似点。

他们都是“木字旁”的字，都与树木有关。你还知道哪些带有
“木”字旁的字？

4、书写指导“枫”

指导顺序：1、笔顺。2、压线。3、起笔。

5、交流识记其他生字

交流识字方法。注意“熟字加笔画”、“形近字对
比”、“同音字”、“熟字去偏旁”、“拆部件”、“减笔
画”等识字方法的运用。

四、指导朗读课文

1、看图识树朗读。

（1）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杨树高，榕树壮。结合图片理解“高”和“壮”的特点。



（2）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梧桐树叶像手掌。借助比喻句理解梧桐树叶的形状。可以说
一说，你还知道什么树叶，用一个比喻句说说它的特点。

（3）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枫树秋天叶儿红。明白枫叶在秋天经霜变红的特点，可以借
助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来理解。

（4）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松柏四季披绿装。可以引导学生赞美松柏耐寒的特点，理解
其精神。

（5）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木棉喜暖在南方。了解南北方不同树木的特点。

（6）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桦树耐寒守北疆。了解南北方不同树木的特点。

（7）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银杏水杉活化石。明白活化石的含义。是指这种树古老而又
稀少。

（8）课件出示图片：

预设：什么树？什么特点？

金桂开花满院香。理解桂子花开香飘十里的特点。

2、表演读课文。

五、我是小诗人。

柳条弯弯____

桃树花开____

银杏叶儿____

六、拓展延伸：

请小诗人们课下收集更多树宝宝的知识，写一首小诗读给爸
爸妈妈听吧！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是一篇童话故事。小燕子真是一个好孩
子，在妈妈的耐心启发下，它观察的一次比一次认真细仔细，
每次都有新的发现。终于了解了冬瓜和茄子的不同特点：冬
瓜大，茄子小;冬瓜是绿的，茄子是紫的;冬瓜的皮上有细毛，
茄子的柄上有小刺。这篇童话将“只有认真观察，才能了解
事物的特点”这一道理渗透在课文的字里行间。



这节课大家学得很认真，每一位同学都像是聪明伶俐的小燕
子。孩子们始终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兴高采列地
读，认真地观察，积极地表达，下课铃响以后，还有很多孩
子嚷嚷着：“老师，我还有发现!”他们的高涨的情绪深深感
染了我，我忽然明白，只有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语文课，才是
孩子们喜欢的语文课，而有了孩子们的喜爱就意味着获得了
成功的一半。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1、课文应让学生反复朗读，我一定照顾全面，把读作为基础，
以后借用早读时间加强学生的读书。

2、进一步充分备课，做好课前准备，提前让学生课前预习。
另外，真正把单元整体教学做好，围绕单元主题展开有效的'
学习，这样学生才会对课文有个整体的感知和把握。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树之歌》是一首关于树木的儿歌，儿歌中介绍了各种树木
及其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低段主要以识字、
写字为主，所以教学时为了使整个识字过程以及读书环节有
趣，本节课采用抓关键词语整体认读方法，引导学生在读背
儿歌中学句学词学字，在学句学词中认字。

在研讨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分析儿歌及儿歌在本单元中的
地位，因为本单元都是识字，这是本册唯一的一个集中识字
单元，识字、写字是本单元的重点，也是低段的学习重点。
而本单元出现的生字大部分是形声字，学生之前也初步接触
过形声字。商讨之后，我们决定怎样在学生初步了解的情况
下，逐渐了解其特点，学习运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进行识字，
会举一反三，运用归类识字，比较识字，字源识字等方法，
逐步提高独立识字的能力，感受识字的乐趣。



而目标的制定，则是参考学习卢老师的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
中，目标制定要含有学习后的知识名词、学习后的技能动词、
运用知识能做什么事。于是，经过几次讨论，我们把基础目
标、支撑目标和核心目标制定为：

1.通过读文、看图，划出11种树的名称，说出特点。（基础
目标）

2.多种方法，读准“梧、桐”等15个新字，会写“杨、桐、
枫、松、柏”5个生字。归纳形声字的构字规律。（支撑目标）

3.借助填空、图片等，背诵儿歌。（核心目标）

但是在上完课的时候，经过校长的讲解，意识到我们在制定
目标时有所偏差，只关注到制定目标中的名词、能力动词和
技能动词要匹配。忽略了三个目标的一致性以及相互关联性。
导致三个目标没有很好的贯连在一起，所以本节课目标也未
全部达成。

之前狭隘的认为语文教学对于低段来说除了常规习惯，就是
语文书本上的知识，但是随着评课、培训学习及社会对人才
的高要求，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不单单是教学生一些课本
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学时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出方
法，运用方法。做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关注语文素养，
有大局意识。从长远考虑，低段良好的常规习惯很重要，思
维能力和掌握学习方法更重要。

就像我在讲授识字时，学生区分不清楚“桂和挂”时，我的
应变能力不够，导致错过了很好的课堂生成，对课堂的把控
性和知识的生成预测性存在很大的不足，我应该及时对比并
讲解两个部件一样，部首不同的字，提手旁和木字旁，而木
字旁的形声字又是本节课的重点。识字教学不扎实，直接影
响孩子的识字。“疆”字设计通过字源演变讲解时，又过快，
没有很好的过渡。学生不理解意思，所以在组词时出现



了“江南、江西”这样的同音字。应通过字典中的释义，让
学生能够明白这个字的意思，这样在组词时，孩子就能通过
字义理解并组词。“专题识字”是低年级识字课的一个学习
内容,因此,设计要充分发挥按“专题”编排教学内容的优势,
多种形式、在自主学习中,自我获取知识,教师充当引导的角
色,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让学生在阅读
中识字。注重教给学生识字的方法,还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知道识字方面重难点，做到讲解透
彻。

在诵读儿歌、韵文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培养语
感。能够展开丰富的想象，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通过多种
形式如读书、评价、讨论，及多种形式的背诵让学生参与学
习过程。

怎样把识字课上的有趣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过
大家共同探讨的一节课，给我们一些启发，课堂有趣，不仅
仅是语言上生动有趣，更要把自己当做孩子一样，站在学生
的角度思考：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引导？这样的课堂形式
及环节我能学到知识吗？因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上课风格，
或生动活泼、或有趣好玩、或沉稳内敛而又不失活泼。我希
望我的课堂能够严肃又不失活泼，现下能力各方面还有很多
不足。学无止境，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一步一个脚印踏实
的跟着同组优秀的同事学习。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在昨天早上，我给学生教了《杨树之歌》，这是一首借杨树
之口，抒发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的诗歌。整篇课文我采用
以读代讲，我让学生通过小组内读，同桌读，比赛读等多种
形式的读来体会文中的大叶杨唱的歌！接着我提了问题:

1、大叶杨成天哗啦啦的教唱时是什么心情？



2、大叶杨唱歌给谁听？

3、大叶杨还会唱歌给谁听？

让学生带着问题再读，等学生解决了问题时，课文的基本任
务已经完成！接着我便引导他们通过仿写诗歌，更进一步理
解文章的蕴含。

这节课自我感觉上的比较成功，下课时好多孩子既背会了课
文内容也理解了内容内涵！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七

?树之歌》是一首介绍树木特征的归类识字儿歌，描写了11种
树木，表现了大自然树木种类的繁多、丰富，是一篇孩子们
喜爱的韵文。这首儿歌只有4句话，分别从样子、颜色、习性
和价值等方面概括出不同树木的特点。本课应结合地域特征，
联系学生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认识多种树木、说出树木名称、
创编儿歌、认识带“木字旁”的汉字就是水到渠成了。所以，
本课主题单纯，内容浅显，重在识字。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八

识字习惯的养成，借助情境，立足语境，多元识字。课堂上
我应按照课前预设去做，这样的话，学生识字兴趣浓厚，大
大地提高了识字效率。课件用儿歌的形式，配上精致的插图，
将杨树、榕树等11种树木的特点呈现出来，让学生对树木有
一定的了解。教学过程中，再让学生自由说一说自己熟悉的
树木，以此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本课是一首儿歌，那么
了解儿歌的特点，以及学会朗读儿歌也是教学过程中必须体
现的，所以应以朗读儿歌的形式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
在读熟儿歌的基础上学习生字，了解汉字的造字规律。



唱歌课七子之歌的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九

?树之歌》是一则小韵文，主题单纯，内容浅显，重在识字。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第一学段的识字写字教学要让学生
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我对本课教学设
计重在识字方法的引领、识字兴趣的激发……但是效果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