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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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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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一

《小小的船》这篇小儿哥内容很简单，没有理解上的难点，
学生读来也是朗朗上口，在教学过程中也是感觉到比较轻松，
所以我就在这节课加大了学生的语言训练，感觉效果非常好，
让我对以后的教学有了新的启示。

在这节课中，我抓住了弯弯的xx；弯弯的月儿像xx；闪闪的xx；
蓝蓝的xx反复组织孩子进行语言的训练，让孩子自己想，自
己说。出乎我意料的是孩子说的特别好，很多孩子思维很活
跃、视野很开阔，积极性也都非常高。在以后教学中可以多
放手让孩子以课本为基础或启示进行语言的仿写与训练，这
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也训练了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比如孩子在说：弯弯的xx时，很多孩子说得很出
彩：弯弯的镰刀（为了加深其他孩子的印象，我还专门在黑
板上画了一个镰刀的样子，让学生能存储在记忆库中），另
外还有弯弯的小路、弯弯的眉毛等等，课堂场面非常活跃，
导致纪律有些混乱，让学生有序回答问题仍然是我在以后的
课堂中需要有效渗透的。所以在以后教学中我要加大语言训
练，为学生多积累语文元素，为进入中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让我很是惊喜，为之欢呼雀跃，他说：头只比大多了两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头的最后一笔是长点，大的最后一笔是
捺，因为头的笔顺我还没有讲到，他就已经把重点说出来了，
头的最后一笔确实是学生写字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在我大力



表演了他之后，学生起来表达想办法的积极性更高了，这让
我很欣慰，孩子的潜力真是无穷的，作为老师，我们要善于
发现挖掘，在今后教学中，要把孩子主动性充分的调动起来，
孩子自己想到的办法比我们给孩子讲十遍我们的办法也许更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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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二

一年级学生缺乏学习经验，自主学习能力差，教师必须借助
他们表现欲强的特点，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在教学
生字中，通过游戏让学生在“动”中自学生字，在教师组织、
指导下，采取多种形式的'检查、汇报，使学生积累学习生字
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也培养学生和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三

语文教学要达到理想化的境界，调动学生的情感是必要的手
段之一。本课通过四个层面的`教学，以“美”贯穿全课。即：
课前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感受美;接着整体感知，再现课
文的韵律之美;然后引导学生品词析句，体会课文的语言文字



之美;最后，让学生展开想象，进行美的创新。通过多种途径
将课文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动态化，刺激他们的感官，
拨动他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产生愉悦感。

突出识字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的能力。
书写指导井然有序，引导学生发现几个字的共同点、注意点，
培养学生观察、书写的能力。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四

这节课教学环节安排周到，上课伊始让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
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在理解课文的环节中，借助图
片，让学生清晰直观地感受月儿和小船的相似点，并进行知
识拓展，让学生进行说话练习，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
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指导朗读的环节中，通过指名读、男女
生带动作读、表演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受儿歌轻
快的节奏，并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

这节课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对叠词的处理不够深入。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说一说“弯弯的、小小的、闪闪的`”分别写
出了月儿、船、星星的样子，“蓝蓝的”写出了天空的颜色，
并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叠词的表达效果。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五

《小小的船》是一首充满儿童情趣和幻想的儿歌。作者用生
动形象的比喻，描写了色彩鲜明的自然景物。在本课中的教
学难点也是这一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思考到，这
个教学难点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懂了，在教学过程中，这个
难点是不是真的被突破了?我在本课的设计中，设计了两处突
破这个难点，第一次用“像”这个词说明，第二次引导学生
自己发现，这样可以强调让学生深入，真正的明白这个难点。



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教师要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喜欢形象思维，因此在教学中，可以
加入一些形象因素，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在本课
的设计中，制作了教学挂图，用形象的图片和鲜艳的色彩吸
引孩子们的眼球，让她们自觉地学习，充满好奇，探讨的学
习!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引导自主学习。

阅读是孩子们最好的兴趣老师，有感情的阅读自然而然的锻
炼了孩子的阅读能力。在情境中学习，激发了孩子的阅读欲
望。在朗读中陶冶美的'情操。

想象力是孩子学习的资源，在《小小的船》这一课中，学生
在感受星空美的同时，是否有充分发挥到学生的想象力变为
学生学习的资源，也变成教师教学的资源。我在本课中运用
说话训练的机会，让学生在说话的过程中，发挥了他们的想
象力!让她们快乐的学习!让想象力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六

语文教学要达到理想化的境界，调动学生的情感是必要的手
段之一。本课通过四个层面的教学，以“美”贯穿全课。即：
课前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感受美;接着整体感知，再现课
文的韵律之美;然后引导学生品词析句，体会课文的语言文字
之美;最后，让学生展开想象，进行美的创新。通过多种途径
将课文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动态化，刺激他们的感官，
拨动他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产生愉悦感。

突出识字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的.能力。
书写指导井然有序，引导学生发现几个字的共同点、注意点，
培养学生观察、书写的能力。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七

《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首美妙精巧、充满儿童情
趣和幻想的儿童诗。也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的儿歌，它生动
地描写了一个孩子坐在小船似的月亮上，看到了星星在夜空
闪烁的美丽景色，语言亲切，意境恬静，画面优美。插图把
诗的内容形象化了，更增添阅读时的无限遐想。本堂课要达
成的目标是：1、运用听读识字认识生字，有感情地流利朗读
课文。2、看图观察能力及想象力的进一步训练。3、感受晴
朗夜空的美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为了更好的完成以上教学目标，我共设计了四个教学环节，
现将每个环节的设计意图说明如下：

环节一：趣味猜谜，激发兴趣。本环节设计了谜语导入，低
段孩子对猜谜语很感兴趣，这样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兴趣;接
着设计问“晴朗的夜空你见过什么样的月亮?以一幅星星和月
亮图来展现课文，为课堂营造出一片美妙的意境，使学生尽
快沉浸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课文的兴趣。出示课题的同时
教学生感悟在“船”的前面加上“小小的”你感觉这是一只
什么样的船，在这个环节中我是抓住关键字“船”入手，让
学生学会轻轻地读课题，把它读的小小的，美美的，轻轻的。

环节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第一步我采用的是听录音，
让孩子学会听的习惯，并让他们听清每一个字宝宝的读音。
学生还在学习的起步阶段，每一次的所读都要有所目的和要
求，不能听过就算了，读过就罢了。在第二步，我采用学生
自由朗读，要求他们把不认识的字宝宝名字圈出来，把它留
住，但我在这指导读的环节中有时提的要求没有到位，没能
起到一个“扶”的作用，没有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特
别是课文中的“只”，我运用句子比较认识“只”在句子中
的不同意思，让学生加深理解字义。

环节三：自主探究，想象中创新。让孩子想象说话，可爱的



月亮挂上了蓝天，弯弯的月儿像什么?这时候孩子的想象很丰
富，有孩子说像香蕉、像小船、像镰刀，趁着孩子们还沉浸
在充分的想象中时，这时我播放音乐，引导学生闭上眼睛，
随着音乐轻轻的晃动身体，展开想象的翅膀，充分体验儿歌
的内容，感受美的意境。这时我应让孩子起身随着月亮船一
起摇动，因为有音乐、动作、背景、画面的衬托，和老师的
导读，这都能让学生很快领会到这儿歌中所体现的宁静优美
的气氛，只有让孩子有了这样的感受，他们的朗读才会更有
神采。当我叫孩子睁开眼睛告诉我刚才你飞出教室，飞上蓝
天，你看见了什么?有的同学说：“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真美
呀!”有的同学说：“我看见我坐在月亮船上钓鱼。”有的同
学说：“我看见星星在对我说话。”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
地展开议论，听着这充满幻想、天真可爱的童言，我好像捧
着一颗颗鲜活个性的童心，陶醉在孩子们天真，烂漫的世界
中。

环节四：趣味识字。我把字放在星星里，让小老师一个一个
领读生字，然后分4人小组识记生字。最后脱音节开火车认读
生字。结尾让学生望着美丽的夜空景色美美地背诵课文一遍。

这节课使我更加认识到：老师立足于教，是为了不教的教学
思想。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具体的指导中悟出方法，悟出路
子，然后再丢开老师这根“拐杖”，自己独立前行。作为教
师要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去想，去问，去说，激发他们的
求知欲望，好奇心和兴趣。

本课的生字识字教学中，我通过各种教法，各种途径，使学
生在轻松的环境中熟练地掌握所学的生字，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识字学习由枯燥变为有趣。让他们独立探索、大
胆想象，去想各种各样的巧妙办法，这样，识字教学变的很
容易。

回顾整堂课，也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在读的指导方面还是不
太饱满，有几处当学生谈得不太好时就急着请别的同学来试



试。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八

《小小的船》是一首深受儿童喜爱的儿歌，它语言亲切，意
境恬静，画面优美。在教学中，我除了引导学生读文悟境，
还把拓展阅读也作为教学的重点。课堂上孩子们背诗、唱歌、
故事对月亮的了解越来越深，积累了不少知识，并从中得到
了锻炼，掌握了最基本的收集信息的能力。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来说，识字教学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本学期识字
量特别大，对学生也是一个挑战。在教学中，要调动学生的`
感知和积极性，用多种方法去识字。

小小的船教学反思篇的篇九

这节课教学环节安排周到，上课伊始让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
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在理解课文的环节中，借助图
片，让学生清晰直观地感受月儿和小船的相似点，并进行知
识拓展，让学生进行说话练习，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
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指导朗读的环节中，通过指名读、男女
生带动作读、表演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受儿歌轻
快的节奏，并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

这节课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对叠词的处理不够深入。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说一说“弯弯的、小小的、闪闪的.”分别写
出了月儿、船、星星的样子，“蓝蓝的”写出了天空的颜色，
并通过朗读让学生体会叠词的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