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优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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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首先，在教学的设计中，我原先设想着以品和悟贯穿始终，
让学生有滋有味地品读词语，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在想象
中品味词语，学会运用词语。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忽视
了对学情的分析，不同班级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和习惯，
这种学习方法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平时的尝试
和积累，因此，我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让他们能够如何熟练地
去运用，而是怎么样让他们了解并接受这种对他们来说全新
的学习词语的方法，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有一定的提升，
或者干脆选择更具可行性的字词教学的方法。

其次，在各个环节的衔接上，虽然比较自然顺畅，但是，整
堂课下来，感觉就像捧着一张白纸，没有一点立体的味道。
有好些环节的落实上，都是浮在表面，挖得不够深，不够透。

比如学习雨点儿的对话，我现在的思考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
一种效果：第一目标，学生能尝试着课文里的对话，第二目
标，能够加上自己的一些语言和动作，在这样提升的过程中，
让学生能有一种阅读能力的提高，能够想象得到雨点儿相遇
的情景，不同个性的孩子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很着
急的，或者慢悠悠的，而且在他们自主想象的对话中会有所
体现，或者表示那儿已经干得怎么样了，如何需要他们……
这样一来，不仅能使学生对文章的研读上升到一个高度，而
且又能让学生在不自觉中经受到一次情感的熏陶，让阅读中



的想象在不经意间悄然开花。

因此在课堂中，我们看不到他们对雨点儿的依依惜别，也感
觉不到他们对水的重要性的赞叹以及我们要节约用水的感悟，
因此在图片的展示中，他们就自然没有为缺水的现象而担心，
也没有为在雨水滋润下的'大自然的清新而欣喜，可能有的就
仅仅是对画面效果的一种赞叹吧！或许他们最高限度也不能
达到我所期待的高度，但是，至少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堂课的
学习，让他们在情感上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一个量的递增。

这些只是我在课后的略微思考，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加强
自己的业务能力，包括对教材的分析和理解，包括教学的设
计与运用，尤其是课堂调控的能力以及教学机智的闪现，我
希望在我和孩子们的语文课堂中，我们都能经常享受到语文
的魅力，感受到语言文字的奥妙，想到这儿我又仿佛看到了
孩子们一张张活泼而又生动的笑脸。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这篇课文中出现了人物的对话，学生对此很感兴趣，特别是
我引导学生：你现在就是小雨点儿，老师就是大雨点儿，我
们来进行对话，让学生进行分角色朗读，学生兴趣浓厚，一
个个都跃跃欲试，由于创设了角色体验的情景，学生们仿佛
自己就是雨点儿，读得很投入，也读出了大雨点和小雨点的
不同语气，特别是问句的朗读也比较到位。

本课的难点就是通过读课文使学生了解雨水与植物的生长关
系，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在学习中学会做人。虽
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但通过学习也很容易就悟到了雨水和植
物生长的关系，可是语文教学不能像常识课那样教学，我觉
得学生能有这样一个初步的认识就已达到了目标。在课上关
键还在于朗读的指导。美美地读一读，比赛读一读，关键要
在学生对本篇课文熟悉的情况下，但这节课学生显然读课文
不熟悉，读起来不能很好的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感情，有些唱



的味道，这是以后的教学中，有必要让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
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
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该尊重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雨点儿》这篇课文，不仅仅要告
诉学生雨水与植物的生长关系，还蕴涵着更具有人文性的东
西。这要通过学生反复朗读大雨点儿和小雨点儿的对话，让
学生感悟到虽然大雨点儿和小雨点儿去的地方不一样，但它
们的生命同样精彩。因此不仅要教会孩子们一般的语文知识，
还要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在学习中学会做人。本
课的难点就是通过读课文使学生了解雨水与植物的生长关系，
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在学习中学会做人。虽是一
年级的小学生，但通过学习也很容易就悟到了雨水和植物生
长的关系，可是语文教学不能像常识课那样教学，因此我的
教学目标设为初步了解雨点儿的作用，一节课下来学生基本
都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课上关键还在于朗读的指导。《语文课程标准》在阶段目
标中要求1～2年级的学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
趣。”对于正处于阅读起步阶段的一年级孩子来说，让他们
初步感受阅读的乐趣，培养阅读兴趣，从而喜欢阅读，是这
个阶段阅读教学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应把“让学生
能朗读课文并感受阅读的兴趣”作为起步阶段阅读教学的第
一要求，采取多种手段让每一个学生都喜欢读书，主动地读
书，进而视读书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让学生通过读书实
践，“向往美好的情境”，“感受语言的特点”和“阅读的
乐趣”。课文生动浅显，语言优美，富有童趣，学生爱读并
且能自己读懂。在教学设计时，我根据课文的特点,以读为主
线，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调动其积极性，引导
他们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懂课文，入情入境地读、有滋
有味地读，在读中体验，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有所创新，



从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读出雨点的纯真。但是美美地读一读，比赛读一读，
分角色读一读，关键都要在学生对本篇课文熟悉的情况下，
可是这节课学生显然对文本还不是很熟悉，要想让一年级的
小孩子刚刚接触这篇文章就能很有感情地朗读确实目标定得
有点高，除非课外教师让学生去把文章读通，所以学生在课
上读起来还不能很好的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感情，甚至还有些
拖。这也许也是在告诉我：以后的教学中，有必要让学生养
成预习的习惯。

夸美纽斯说过：“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
主要途径之一。”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创设情境，通过教材这个文本载体，将学生
带入愉快的学习氛围之中，为学生营造一个无拘无束地互相
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空间，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人。使其思维在其间任意驰骋，“悟”出文本要表达的情
感。在教学《雨点儿》时，我首先用猜谜语导入激发学生的
兴趣，使学生的注意力很快的从课间活动转移到课堂中来，
为上好这堂课打下基础。

我认为，孩子们学习语文应该是一种美丽的畅想。在追求自
主感悟、个性体验，人文熏陶的新课标环境下，我们的语文
教学更应该给学生的学习提供美丽畅想的情境和空间，让他
们在美好的环境中学习语言，感悟语言文字的美，培养语感，
张扬个性，陶冶行情，提高学习兴趣，更好地体现语文学科
丰富的人文内涵。所以，在课文教学中，我充分运用多元的
学习策略，如用多媒体课件图文、声响并茂的效果，为学生
学习创设美好的想象空间，提供学生体验、感悟，引导学生
美美地学习课文……如，在课始播放歌曲《小雨沙沙》，让
学生跟着音乐数雨点儿，把雨点请到我们的教室里来，和雨
点儿交朋友，很好地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探究的兴趣。在第5
段教学中，我运用课件的动画效果，再现雨前雨后情景，有
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我通过电脑课件展示雨过天晴，满
眼是红艳艳的花，绿油油的草，水珠在花瓣、叶片上滚动，



蜻蜓、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种子开始发芽、长叶、开花，田
野里冒出了各色的野花，嫩绿的小芽的画面。让学生看着画
面内容，感情朗读第五小节。教师适当范读，引导学生读出
意境，读出韵味，将内心对雨点儿或喜爱，或感激，或佩服
的情感自然而然地释放于朗读之中。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雨点儿》是一篇童话，文章内容生动浅显，语言优美，富
有童趣，通过大雨点和小雨点的对话，让学生知道雨点是从
云彩里飘落下来的，雨点会给大地上的植物带来变化。以下
是我对于这篇课文第一课时的反思：

一年级学生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比较感兴趣，也比较熟悉，
为了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我在导入课题的时候就播放一段
下雨的声音来引出课题，课题《雨点儿》中的儿化音是教学
中的难点，我在指名学生朗读后发现问题，于是提醒学生注
意有个“儿”，但是学生仍不能读好这个儿化音，于是我就
进行了示范读，让学生听我读然后再让学生读，有个别学生
会读，在一次次的示范下学生逐渐能读好这个儿化音，但是
在学习课文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儿化音，学生却读不好这个儿
化音，特别是放到句子中，总有一些学生会读错。我又进行
了示范，但是这次的效果不太明显。在句子中的儿化音学生
总是不能适应，因此在读句子的时候还有许多学生没有读准。

经过半个多学期的学习，学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生字学习的
方法，因此在学习生字的时候，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将生
字圈出来，然后让学生自由读生字，自己学习生字（可以说
说生字的拼音、偏旁、组词等。）这样可以训练学生的自主
能力，让学生在碰到生字的时候可以知道认识这个生字的一
些方法。接着我将生字出示，先指导学生学习生字，
如：“数、清、方”提醒学生正音，“飘、落”指导学生记
字形。有一些学生还主动介绍了他们认字的方法：“门加口
就是问。还有在出示生字后再出示搭配的词语，柚子到词的



学习，这样能提高学生识字的能力，为学生自主识字打下坚
实的基础。

部编版一年级雨点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神奇的大自然不仅给孩子们以好奇和幻想，更是激发他们丰
富的艺术想象和热爱大自然的动力。天空中的云从哪来？为
什么云有各种颜色？云里面装了什么？雨从哪里来？这些为
什么，经常出现在孩子们脑海里。

本节课课题注重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的结合，采用孩子
们喜爱的活动方式，通过听、说、唱、动、思、演等活动，
进行感受、鉴赏、表现和创作，使学生通过艺术体验，初步
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了解、喜爱自然，
更加热爱生活。

本课的教学对象为二年级学生。根据他们年龄小，好玩、爱
动的特点，采用孩子们喜爱的活动方式，通过听、说、唱、
动、思、演等活动，进行感受、鉴赏、表现和创作雨为大自
然带来的快乐，使学生通过艺术体验，初步感受大自然的奇
妙。

在本课教学设计中，通过听雨声、赏雨景、拟雨声、演雨景，
加深学生对雨的感受。通过赏雨景、唱雨景、编雨景、演雨
景，从视觉、听觉方面给学生艺术感受，使学生体验雨给我
们带来的快乐，从而激发学生创作欲望，从中感受大自然的
美，激发他们创造美、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的能力。

本节课是云的延续。运用了创造性的教学方式。课题注重艺
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的结合，采用孩子们喜爱的活动方式，
通过听、说、唱、动、思、演等活动，进行感受、鉴赏、表
现和创作，使学生通过艺术体验，初步感受大自然的奇妙。
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了解、喜爱自然，更加热爱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教师采用了课件与表演相结合的手段，利用
声、形、色相结合的手法，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使学生置身于大自然中，尽情发挥想象，感受雨为
我们带来的快乐。

通过设疑，不仅发展了学生想象力，而且也培养了学生探索
新事物的能力，从而创造力也得到提高。

最后，以小组为单位画雨景，创编歌词、演唱创编歌曲，不
仅培养了学生相互协作的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培养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音乐活动和感受美、欣赏美、鉴赏美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