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
改进(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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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一

今天，我在二年四班执教了一节校级教研课，这节课是在梁
校长的点拨和指引下完成的，是关于“语文教学策略更有效
地使用”的一节教研课。

经历了几次的试教，经历了几次的教案重组，最终3月20日下
午，和全体老师一起走进一个新的语文教学的尝试。

此时此刻教研课结束了，但自己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现
在特把自己的感受总结如下：

这句话是出自语文教研员张晶老师之口。很荣幸在这次语文
教研课上，进修学校的张老师亲临我的课堂，和我们一起交
流。张老师听完课之后意味深长地说：“语文课文不像数学
教材，每个例题、练习，给的清清楚楚，教师稍一用心，就
会明白，自己讲什么，怎么讲。作为语文教师，所面对的课
文教材没有现成知识点、训练点，每一节课教学需语文教师
要真正走进课文，和文中的作者共鸣，理清每一课的工具性、
人文性。”听了张老师的话我深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身上
任务之巨大，但也更加明白想让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有所获更
需自己面对每一节课要多看、多思、多为学生着想。

那么自己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过渡语，
应该为教学所用，为学生所懂，尤其是我们的过渡语的设计



不仅是为了教学顺利进行到下一个环节，更是为了学生所学
的提升。

教研课结束了，它所带的精神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在和梁
校长的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在和同仁们的课后交流中让自
己觉得自己是受益最多的，它让我更加地明白在语文教学这
块阵地怎样做学生是乐有所得，得到更多。

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二

（一）个性朗读，体会情感

通过让学生大声朗读，如“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
四面八方赶来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
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
们祝福。”和课文的六、七、八段。通过朗读，感受傣族人
民对周总理的欢迎和周总理亲近傣族人民、和蔼可亲，来感
受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的心连心。

（二）落实语言文字训练

在朗读句子时，如“火红火红的凤凰花”中让学生说出火红
火红的词组形式，并让学生自己说出词语进行造句，在朗
读“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
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与“傣族人民一边欢呼，
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这两个句子时，让
他们运用“一手…….一手…….”“一边…….一边…….”
来造句，并在做同步时，对这两个句子进行重点分析，让学
生知道两个动作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还应注意通过朗读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学会
处理课堂中的'突发事件，如在课堂中学生提出的“为什么傣
族人民光着脚”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说课下我们来查
资料一起解决。在指导学生写字的时候，只强调应注意什么，



把学生可能写错的那个字不要强调说出来，这样小孩容易记
错。在课前一定要备好课，查好资料，对课文有深入的了解，
才能给学生讲好课，以后还要多努力。

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三

《难忘的泼水节》是统编教材小学二年级语文上册中的一篇
课文。文中主要介绍了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通
过写傣族人民欢迎周总理，周总理穿着傣服和傣族人民一起
泼水祝福，把快乐和幸福带给他们，体现了周总理和傣族人
民心连心。本文是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写的，所以讲课时按文
章顺序来进行让学生体会到周总理对人民的关心，与人民的
心连心。整篇文章洋溢着热情，就像火红的凤凰花，撒满字
里行间，表达了傣族人民的激动、幸福和难忘。

我在教学这一课时，首先，导入后从题目入手。因为学生有
读熟课文的基础，几乎所有的学生能抓住题眼。以“难忘”
为题眼，强调此次“泼水节”的不同寻常直接点明文章主题。
所以上课一开始就强调题目中那个词应重读。

其次，在教学中，引导孩子们体会傣族人民为欢迎总理所做
的准备，抓住“特别”“敲起象脚鼓”“赶来”“撒满了凤
凰花的花瓣”“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
空”“欢呼”等等，无一不体现人民的高兴心情。学生们知
道，正因为总理是可敬的，所以人民才会这样高兴。并让学
生去感受欢迎场面之隆重，通过朗读去感悟人们对总理的无
限的崇敬。

第3，本课的场面描写是课文的一大特色，描写具体、生动。
在读的过程中，我让学生找出文中描写周总理神情、外貌、
动作的词句，并反复朗读，在读的基础上体会文意。抓住句
段中的关键词，如“笑容满面”并引导学生做一个笑容满面
的样子进而体会亲切。尤其是穿着的描写让学生理解一位共
和国的总理能尊重民族风俗，这正是赞颂了周恩来总理与傣



族人民心连心的崇高品质。同时注重了本课的插图，课文的
插图正是照应着这一部分内容的，而且画面人物清晰，主次
分明，所以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图文结合，用好本课的插
图有利于引导阅读。又以阅读来加深对插图的理解。

最后三自然段更是感情的升华。我创设了良好的环境气氛，
如：清清的水，泼呀，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哇，跳哇，
是那么开心！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啊，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
赞叹：让学生感情朗读---多么幸福哇，1961年的泼水节！多
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多么令人幸福的场面啊，
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赞叹：让学生再感情朗读。细细品味文
中的语句，再联系之前对总理的认识，学生在读文中不知不
觉地感受到了那份真挚的感情。

不足之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也是领会
文章内容和感情的主要方法。但感觉指导的不到位，还应注
意通过朗读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四

今天，我在二年四班执教了一节校级教研课，这节课是在梁
校长的点拨和指引下完成的，是关于“语文教学策略更有效
地使用”的一节教研课。

经历了几次的试教，经历了几次的教案重组，最终3月20日下
午，和全体老师一起走进一个新的语文教学的尝试。

此时此刻教研课结束了，但自己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现
在特把自己的感受总结如下：

这句话是出自语文教研员张晶老师之口。很荣幸在这次语文
教研课上，进修学校的.张老师亲临我的课堂，和我们一起交
流。张老师听完课之后意味深长地说：“语文课文不像数学
教材，每个例题、练习，给的清清楚楚，教师稍一用心，就



会明白，自己讲什么，怎么讲。作为语文教师，所面对的课
文教材没有现成知识点、训练点，每一节课教学需语文教师
要真正走进课文，和文中的作者共鸣，理清每一课的工具性、
人文性。”听了张老师的话我深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身上
任务之巨大，但也更加明白想让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有所获更
需自己面对每一节课要多看、多思、多为学生着想。

那么自己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过渡语，
应该为教学所用，为学生所懂，尤其是我们的过渡语的设计
不仅是为了教学顺利进行到下一个环节，更是为了学生所学
的提升。

教研课结束了，它所带的精神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在和梁
校长的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在和同仁们的课后交流中让自
己觉得自己是受益最多的，它让我更加地明白在语文教学这
块阵地怎样做学生是乐有所得，得到更多。

《难忘的泼水节》这课记叙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感人故事，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被傣族人民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为体现“人民的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周总......

......

难忘的泼水节的教学反思优点缺点改进篇五

小学语文第四册《难忘的泼水节》是一篇讲读课文，范文之
教学反思:难忘的泼水节教学反思。课文描写了敬爱的傣族人
民和周总理在一起过泼水节的无比幸福的欢乐情景，体现了
总理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让学生通过学习，知道“人民的总
理和人民心连心，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是这篇课文的情
感重点。可是，周总理的时代离现在的少年儿童有一定的时
间距离，学生不容易理解周总理和人民之间的那份无法言明
的感情，对课文的理解大打折扣。我揣思着：对小学生而言，
“情”的感染更有效于“理”的说教。所以，我以“情”为



契机，利用情绪的感染性特征，让学生在“情感”中学习，
并以此加以实践，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要想让学生对周总理有更深刻的理解，从周总理的待人处事
等细节入手，使学生被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因此，上这篇课文之前，我先利用活动课为学
生们播放了有关周总理的记录片。在这些影片里，描述周总
理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参加革命后表现的沉着，
机智，乐观的精神；从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奔走于大江南北到
他叱诧于国际外交风云中，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外交
独立做出的贡献。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总理赫然出现在学生
的眼前，学生在观看记录片的同时，在情感上潜移默化,不知
不觉中受到了感染。明白了周总理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
尊敬，也就明白为什么傣族人民能和总理一起过泼水节会感
到如此幸福。这为学生理解课文的思想感情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人除了父母以外就是他们可亲
可敬的老师了，教学反思《难忘的泼水节教学反思》()。尤
其是小学生，对老师更是崇拜。以至于许多孩子把“这是老
师说的”常常挂在嘴边。这又为我们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情
感提供了有利的因素。课堂上，老师的感情和学生的感情往
往是互动的。在众多领导人当中，我本人非常敬佩周总理，
我常常在观看总理的影片时激动无比，我常常为我们有一位
这样的好总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课前，我满怀激情地把
我的这种感受和学生一起交流。我说：“总理的好是我们无
法用文字去表达的。假如用老师的二十年时间换回总理的一
年时间，我非常乐意。”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了掌声。一
群二年级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我意想不
到的。很明显，学生在通过之前观看的'有关总理的记录片，
他们知道老师对总理的敬佩程度。学生完全和他们的老师在
情感上产生了共鸣。老师对总理的爱戴，尊敬成功地转移到
学生的身上。



这篇讲读课文，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既生动又形象，课文中很
多词语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教学中，我注意抓住每段中
的关键词语，在语句环境中品词析句读文，使学生在读文中
体会这种深厚的感情。

课文里，开篇的“火红火红”一词，就明显地显示了傣族人
民当时的心情是如此开心和幸福。“特别”“敲起象脚
鼓”“赶来”“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一条条龙船驶过江
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欢呼”等等，无一不体现人民
的高兴心情。学生们知道，正因为总理是可敬的，所以人民
才会这样高兴。第四自然段，课文从总理的穿着，神情和动
作着笔。一身傣家人民的打扮“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
长裤”，“水红色头巾”；慈祥和蔼的神情“笑容满面”；
快乐的动作“接过”“敲着”“踩着”。所有的这些描写都
体现总理的可亲。第五自然段，周总理向人们泼洒，为人们
祝福。傣族人民向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体现了总理
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最后三自然段更是感情的升华。我
创设了良好的环境气氛，让学生感情朗读课文，细细品味文
中的语句，再联系之前对总理的认识，学生在读文中不知不
觉地感受到了那份真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