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
班(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教师在组织一节集体活动之前也要，大量的丰富幼儿的经验，
比如南北气温差异、南北活动差异，季节变化，带来的动植
物及人类活动的变化。这些都要在活动之前进行丰富，还有
一些诗朗诵的语气、动作、感情方面都需要了解。

在物质准备方面，教师准备的课件都非常的简短、精美能够
在时间内有效的达到想要的完成的目标。并且课件与多媒体
的结合，如孩子说到哪个城市，点击城市就跳出哪一个城市
的画面，对幼儿回答进行一个及时的回应，并且让其他幼儿
也能够了解幼儿所说的地方具体在地图的哪个地方，间接感
知祖国真大。

教师还准备了地图，让幼儿翻阅，互相交流诗歌中听到了什
么，在下位交流的时候营造了轻松愉悦的气氛，避免了课堂
的枯燥，同时，地图当中的图片也能够帮助幼儿回忆诗歌中
的内容。

教师通过提问为什么祖国像妈妈，观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激
发幼儿对祖国充满自豪，崇敬的感情，从而更加有感情的朗
诵诗歌。

在环节设置上先让幼儿观看视频，人们都去过哪里，从而引
发自己去过哪里，了解祖国的不同的地方，感知中国的大，



引出中西南北中，然后出示视频北和南都是什么样子的和幼
儿讨论，人们的活动，丰富与诗歌中有关的词语和诗句。接
着教师有感情的朗诵诗歌，请小朋友借助地图（每组一副）
回忆诗歌内容，并加上动作一起来说一说。通过提问怎么表
现雪的大，说一说朗诵技巧和感情，最后进行情感的激发。
层层深入，非常有条理性。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第八次》是一篇外国历史故事,课文讲述了古代苏格兰王子
布鲁斯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屡战屡败,几乎丧失信心。后来，
从蜘蛛结网终获成功的事情中，深受启发，重新振作起来，
经过第八次战斗，终于赶跑了外国侵略军，取得了胜利的故
事。

学生的想象是丰富的，如果我们无法创设一种情景让他尽
情“散发”，那么无疑会抑制学生想象力的发展。我在本课
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在课文的情景中，把自己当成文中的人
物来思考、来动作。从而让学生来领悟体会当时布鲁斯的军
队七战七败，他自己也负伤后，几乎失去了信心。

本节课，我采用谈话导入，首先问孩子们在家预习了没有?都
预习了些什么，在这轻松的谈话气氛中，我出示了贯穿课文
的一些主要词语，找孩子们读，这时，孩子们挣着举手发言。
紧接着，我又让孩子们大声读课文，并根据这些词语试着复
述课文，让孩子复述课文，其实是对孩子的语言组织能了，
概括能力的锻炼，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加强对此方面的锻
炼。

当学到王子看到蜘蛛结网受启发时，我先以故事的形式讲给
孩子们听，然后问他们都听出了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学
会倾听，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说出，蜘蛛结网反复失败，结了
断，断了结，但它没有灰心，而是在第八次终于成功，紧着
这我又问，你看到了一只什么样的蜘蛛?学生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一只顽强的蜘蛛，不灰心的蜘蛛，由此体会布鲁斯王子
此刻心情，王子看到蜘蛛第八次结网成功时，“布鲁斯感动
极了。”我为了能让学生再次感受布鲁斯的心情，就出示书
上的图片，让学生展开想象，说说此时王子会想些什么，说
些什么?有的说：“他想：蜘蛛结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它却
不放弃，坚持不懈，最后结成了网。我如果也干第八次，说
不定也能成功呢!”有的说：“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蜘蛛都
明白这个道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还有的说：“最困难之
时，就是离成功不远之日。我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一定
要干第八次!”从他们与布鲁斯王子一样的动作——手握紧拳
头，从他们脸上坚毅的表情，从那高亢的声音，我想学生体
会到当时王子的那种必胜的决心了，让学生感觉一个真实的、
有血有肉的王子形象就站在我们面前。

最后，我有让学生以布鲁斯王子的身份给苏格兰的同胞们写
一份动员书，充分体会王子当时的心情，最后读给大家听，
看看谁的动员书最具有号召力。

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已成为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重要内
容和目标。小语新大纲在教学目的中也明确指出要“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在各种教学活动中给学生插
上创造的翅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另外，还要
要平时的课堂上训练孩子的听说读写等能力，本节课唯一遗
憾的是读书的练习有点少了。我想这是我以后需要努力!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人而自豪的美好情感。因为这首诗歌的情感线索很重要，只
有抓准了情感线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诗歌内容，表现诗歌内涵。

但是这样的情感目标不是靠老师嘴上说就能达成的，内心情
感的流露需要感动的情绪来激发，因此我通过让孩子们先观
察祖国的名胜古迹，如天安门、万里长城、长江、黄河、泰
山等等，告诉孩子们这些都是外国人没有的，有好多外国人



从很远的地方到咱们中国来旅游，这些只有中国才有的，中
国人太厉害了，感受中国人的自豪。再通过展示世界地图，
引导幼儿观察我们中国的领土和其他国家相比（如旁边的日
本）要大得多，激发幼儿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
美丽富饶的国家而自豪。

活动始终紧紧围绕这根情感线开展。以祖国真美开始，又以
祖国真大结束，最后还以问题延续了活动：“我们祖国很大，
又有很多有名的地方，你作为中国人，心里有什么感
觉？”“今天去采访一下爸爸妈妈，问问他们作为一个中国
人又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当然，活动结束了情感依旧存在，这样美好的爱国情感将在
区域游戏、日常生活、家庭活动中继续得到延续和升华。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我们的祖国真大》是一首简短的诗歌，诗歌内容讲述了中
国的地大物博，从而激发孩子们热爱祖国，也让孩子们了解
我们南方于北方的气候差异。

首先通过一个找中国的游戏，让幼儿进入活动中，利用地球
仪，大家都能一下子找出中国，其次通过地图中的比较，让
孩子知道中国的.广阔，从而激发孩子的自豪感。为了使幼儿
能更有效的记住诗歌，我利用了东西南北中的向标，将歌词
中的事物放入向标中，帮助孩子记忆。诗歌中的“十月就飘
大雪花”“围着火炉吃西瓜”通过讲解以及与我们自身的比
较，幼儿都能够理解，也了解了北方的气候特点，知道南北
方有着明显的气候差异。

诗歌中心句：伟大的祖国——妈妈，幼儿对于妈妈的概念只
局限在自己的妈妈上，对于祖国妈妈还不能理解，一直有小
朋友问：“为什么要叫祖国妈妈？”在念诗歌时也经常落下
这句，在此老师还需要做更多的讲解，让幼儿真正理解句意



基础上，更有效的学习诗歌，不仅知道中国的地大物博，也
增进幼儿对祖国的了解与热爱。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学习诗歌有助于激qing迸发，本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利用学生
学习诗歌的热情、激qing，采用多种方法的朗读：个别读、小
组读、齐读、对比朗读、配乐朗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也使学生从读中感悟课文内容，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认识祖国巨大的变化，激发浓浓的爱国热情。学习
实践，仿照2~6自然段的诗歌形式要求学生写诗，达到了教学
的又一个目的：学以致用。学生仿写能力还不错，只是因为
知识面的狭隘，局限于身边的事物和学过的知识，拓展的不
够宽泛，使诗句在表达中显得指向不明，大小范围不一。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六

这篇课文是一首现代诗，苏版在每一册的开篇都是以现代诗
起始，它在形式上比古诗自由活泼，但教学时却难以把握。

要想把一篇课文教好，除了要有精心的预设，充分的准备，
还要注意对教学细节的处理，而语言评价就是教学细节的一
个方面。恰当的语言评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一堂课充
满幽默活泼，兴味盎然。精妙的课堂语言评价不应被忽视，
而应作为语文老师的一项基本功进行训练。

初入教坛，语言评价单调做作。“你说得真棒。”“请大家
鼓掌。”或“你说得真好。”久而久之，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学生也听麻木了，起不了鼓励的作用。在评价中应注意哪些
方面的问题？以这一课为例来谈谈我的看法。

评价语言应多样，而且有针对性。请同学们选读你喜欢的一
节。有位学生读第二节读得很快，我是这样评价的：“你读
得非常流利，但语速像开火车一样突突突地跑起来，如果能



以散步的调子读，相信你会读得很优美。”听了我的评价大
家都笑起来，他自己不由得也笑了。一男生读得非常
棒。“你读得真棒，听时感觉像跳华尔兹那么优美。”第六
小节，一男生读得软绵绵的毫无力气，一女生读得铿锵有力。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我为那个女孩竖起大姆指。

任何发自内心的语言总是易于被别人接受。真诚如春风拂过
心灵，让人愉悦。听过很多课堂上的掌声，有的是机械式的
掌声，整齐划一，训练有素。每回答一个问题，就来一次这
样的掌声，让人厌烦也失去掌声的意义，在以前的公开课上
较常见。有的掌声是喝倒彩式，这样的掌声伤害的是学生的
心灵，家常课上易见。掌声作为一个评价方式，只要运用得
好，能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我认为掌声是最高的鼓励方式，
某某学生确实表现好，我们被他的行为所征服，不由自主地
从内心涌起一种真诚的感动，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教完《我
们爱你啊，中国》，我请一个同学起来背诵，一时之间全班
静默，大家都没有把握背好。此时一同学推荐某个同学起来
背诵。而他呢，非常流畅一个不漏地背下来，同学们都惊呆
了，如果叫我来背，也不可能背得如此较果，同学们自发响
起掌声。此时的掌声是真诚的，令人感到骄傲。

要想在课堂上有高质的评价语言，教师的语言要丰富多彩，
应多留心这方面的材料。在名师的课堂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
多，印象深的有，一个学生说出在课堂上怕提问的原因后，
孙双金老师这样回答：“我还没学会批评呢？”短短一句话，
为学生减去很多压力。学生评价某某老师课上得或幽默或严
谨或亲切……很大一部分是透过教师的评价语言这扇窗口看
到的。

《我们爱你啊，中国》这篇课文情感浓厚，如何调动学生的
情感指导学生入情入境地朗读？我很困惑。太过了，情感不
自然，虚伪，失真。不强调，又感到如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一般要经过初读关，理解关，感情朗读关，
这样一步步往上走。然而在理解关中，我们往往会陷入分析



的泥塘。本课中需要理解的词很多：银装素裹、盎然、醇美、
光洁绚丽、天工巧夺、世界屋脊、巍峨、战国编钟、春潮等
词，应把这些词分散在第一二课时上理解。如果都堆在一起
放在第二课时解决，就很难再有充分的时间做感情朗读关。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教学反思小班篇七

《我们爱你啊，中国》是一首饱含激情的诗歌。赞美了祖国
的美丽富饶以及悠久的历史、光辉的成就，抒发了对伟大祖
国的无比热爱之情。教学本课，我引导学生牢牢抓住文本的
妙句，细细品读，逐步感悟思想感情。

一、读悟结合

诗歌的语言是十分美的，值得细细品品味。比如，“桂林山
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
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写出了祖国壮丽的山河。不
仅对称，而且文字美丽，节奏感强，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神奇和祖国对我们的召唤。

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学到这样的句子时，我会和孩子
们停步驻足，一边读一边欣赏，从字词到整个句子，不仅理
解词语，同时感受词语的运用之巧妙，感受人物心情，感受
大自然的美丽，激发孩子们对大自然和祖国的热爱。朗读，
一直充盈着整个教学，有感情朗读在逐步品味中慢慢得到培
养，情感在慢慢朗读中得到升华。

二、仿写同步

课文2-6自然段从不同侧面歌颂祖国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
多样的民族、光辉的历史和伟大的成就，我让学生根据兴趣
爱好仿写其中一到两小节，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创作的欲望
很强烈，有的是自己动脑筋写，有的同桌相互合作，创作出
了不错的作品。例：



我们爱你——

泰山的高耸入云，

京杭大运河的连绵不断，

华山、嵩山的怪石嶙峋，

九寨沟的风景如画。

学生的语言更丰富了，表达水平得到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