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模板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一

《端午棕》选自作家屠再华写的童年散文集《嘟嘟糖和小雪
灯》课文是以儿童的口吻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了粽子的样子、
味道和花样。读好长句子是本课的教学重点。《语文课程标
准》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阅读的指导，让学生在
朗读过程中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
会用恰当的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
理解。因此，我在教学设计有感情朗读课文时，让学生走进
文本，引导学生从读入手，在读中感悟，在读中识字，在读
中与生活实际相融合。端午棕对于孩子们并不陌生，但是端
午节孩子们就不是很熟悉，课前我给孩子们看了有8分钟的一
段视频，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
心。没想到效果真是好极了，考虑到课堂时间有限，不可能
所有的字词都面面俱到，所以在教学中也按“音”、“形”、
“义”进行了侧重教学。课文中的“箬叶”一词在读音上学
生很容易混淆，在发音中容易出现“l、r”混读的情况，在教学
中，我着重进行“箬”字的拼音教学，先让学生读准“若”
这个曾经学过的字，然后结合形声字告诉他们这两个字的读
音是一样的，最后以开火车的方式进行逐个正音。

“学本课堂”即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学本课堂观”充分
相信学生的学习潜力，当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会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以后，教师和学生将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开展学习活动，
实现学习目标。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就是在学中玩，在玩中学，在通读课文是带着问题去读书，



圈一圈划一划的方法，让学生动嘴动手，掌握学习方法。感
受课文大意，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每一句话，增强
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接着让孩子们在朗读长句子是设计了
一个游戏环节，我和学生配合读，但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先读，我读停下来的时候学生读，锻炼他们的听力和反
应能力，孩子都很积极的配合，耳朵听，眼睛看，注意力集
中，这样就巧妙的将学生带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把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是学本课堂教学的关注
点，多读，让学生学会提问，我用了一个填空式的形式，把
端午棕的样子、味道和花样，让学生梳理课文内容，培养学
生的总结能力。我在平时的教学中落实“改变一点点，一点
点的改变”的思想，如，改变备课方式，改变我的教学观念，
有效的.作业与训练等，研究学生，课程标准，教学方法和学
习方法，让我的课堂真正属于学生。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二

课文条理清晰，围绕端午粽，以儿童的口吻生动地向我们介
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和花样。本课的重点是正确朗读课文，
读好长句;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粽子的样子、味道等。

我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住住了教学重点，注重了读长句子的训
练了和完整话的训练，让孩子用自己的话说说粽子的样子和
味道，但是本以为孩子们都能吃过粽子肯定能说的很好，但
是说话训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发现孩子们对于粽子的样
子和味道表达得不够完整。

我反思一下他们对于说话训练不够完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有的孩子不喜欢吃粽子根本没有见过，第二就是对文
本第二自然段理解不到位。第二自然段主要写了粽子的一些
特征，并且是从外到里的顺序描写了粽子的样子。



训练长句子的能力，在反复诵读中训练，这样才能培养语感。
但是我班孩子的朗读能力是比较薄弱。，主要一节课又要分
析重点段又要认读生字还有书写生字。总感觉给孩子们朗读
课文的时间不多。再有就是在家不能做到充分的阅读，孩子
们对于文本内容不熟悉，所以影响朗读效果。做好语文课前
预习我觉得非常必要。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三

《端五节的由来》主要讲了屈原的感人故事。他爱国、有才
华，并且深受百姓的爱戴，可是楚王却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
把屈原放逐到了很远的地方往，不再重用他。后来楚国被秦
国占据，他感到报国无门，在万分悲忿之下，抱着石头投汨
罗江自尽了。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涌到江边往呼唤、打
捞，向江里投食品，倒雄黄酒，希看屈原的尸体不被鱼虾所
伤害。由于那天恰好是五月初五，从此以后，每一年的五月
初五这一天，为了记念屈原，人们都会向江中投粽子。

我在这个教学活动时，觉得故事情节对中班幼儿来讲有点深
奥，怕引发不了孩子的留意力。因此就采用了发问教学法，
让幼儿一边看图片我一边提出相应题目。通过这节课的教学
活动，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反思：

一、自己设计的题目太多，显得杂乱无章。

既然决定向幼儿发问，我就设计好了很多题目：比如“端五
节有那些风俗？屈原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要投江自杀呢？
他投江后人们是怎样做的？后来为何向江中投粽子？”设计
这些题目时，我也斟酌到了题目太多，但又想不出如何更好
的设计。教学中我只重视了故事内容，想让幼儿理解故事的
含义，却疏忽了孩子们的年龄特点。现在想一想，不如把题
目简单化，让孩子们看着图片自己讨论她们的看法则更能引
发孩子的兴趣。



二、课堂气氛不够活跃。

故事的内容有点深奥，幼儿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点耐不住
性子，更何况老师还设计了那末多的题目。请幼儿回答的时
候，我发现幼儿举手发言的比平时上童话故事时要远远的少
很多。明显，我的题目没有激起幼儿的爱好。在集体教学活
动中，假如幼儿对教学教学内容没有了爱好，那末这就是老
师的预备不足，也能够说是一堂失败的课程。在以后的类似
教学活动中，我会多加留意。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四

《端午粽》这篇课文条理清晰，围绕端午粽，以儿童的口吻
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和花样，文中用“青
青的、白白的、红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枣，教学时
要引导学生积累这样的词，同时注重朗读指导，让学生感受
句子的韵味和节奏。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阅读的指
导，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
情感态度，学会用恰当的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
品情感态度的理解。因此，我在设计本课教时旨在通过有感
情地朗读等手段，让学生走进文本，引导学生从读入手，在
读中感悟，在读中识字，在读中与生活实际相融合。

上课伊始课件播放“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活动”的情境导
入，再走入情境揭示课题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

创设浓厚的节日气氛，引导学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出发，
谈自己对端午粽的了解，采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导入法，
更能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学生初读后同桌相互检查生字词，当小老师纠正对方读得不
准确的字音，再指名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记忆这些生字的，用



“加一加、作比较、扩词，分析字形结构、想象”等方法，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豆”字，有学生说“豆”的想象记忆法：
“中间的口就是豆子，上面一横是盖子，下面点撇是火苗，
一横是灶台，就是锅里在在煮豆子。”多好的方法呀！

接着采用游戏环节：我是读词王。以小组为单位读生词，读
对一个本小组得一颗星，得星最多的小组获胜，每人可在班
级考核表中加个星，还可指名学生读生词，读正确了就当小
老师领读，然后把生字送回文中指名比赛读文。

这样设计是让学生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本环节通过初读课
文，感受课文大意，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每一句话，
增强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设计游戏环节，巧妙地将学生带
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激发了
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五

《端午节五彩粽子》是辽海小学美术二年级下册的一课，它
属于设计。应用的教学领域。快到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了，
为了迎接它的到来，让学生们能参与和体验节日的快乐气氛，
我决定教学生用卡纸扎粽子。于是我自己先学扎了一下，然
后让其他老师也学着扎了下，她们说比较难，尤其是二年级
的学生，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弱，很难学会！为上好
这课我总结出几个教学难点：制作粽子用的卡纸条，必须宽
度一致，不能剪歪了。

将卡纸条折成一个个的三角形时，每个三角形都必须对齐边
缘，折痕还得清晰。最难的在于折完后，将这叠三角形通过
包裹形成立体的空间。

由于二年级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弱，也缺乏细心的概念，我将
剪卡纸条的任务课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完成，
这样既节省了上课的时间，又让学生与家长之间有一定的互



动，对促进彼此间的情感交流有一定好处。

上课铃想了，我以精彩的故事导入，介绍战国时期伟大的政
治家、诗人屈原，阐明端午节的来历。学生的积极性都被调
动起来了。

首先我出示用卡纸做好的粽子，问生：它是平面的还是立体
的？生：立体的。它的每个面是什么形状？生：三角形。这
些三角形大小都一样吗？生：一样。

接着我在黑板上画出卡纸条，并用虚线画出第一个三角形的
折痕，同步示范折法，并强调：三角形的边一定要与卡纸条
的边缘完全对齐，手指用力将折痕掐实。接着是第二个三角
形，我又在黑板上用虚线画出折痕，并同时出示折好三角形
后的卡纸条的状态，让生观察得出：每个三角形大小一样，
打开后像三角形的弹簧。师：是的，别让三角形们互相裹起
来了，它们是独立的、连续的。

最后要将这些连续的三角形立起来，关键就在最初折的4个三
角形里，为了让学生看的更清楚、更直观，我用彩色的粉笔
给这几个三角形的边做上记号，并分别标上1、2、3、4的号
码，以“找朋友”的方式，1找3，2找4，同步示范手法，最
后将余下的三角形不断包裹即可。我采取4人一小组合作的方
式完成作品，这样便于没有学会的同学可以找“小老师”帮
忙，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促进生生间的情感交
流。

接下来的给粽子穿花衣，挂绳子，学生们的想法都很丰富，
有的做成项链挂在脖子上，有的在每一面都画上不同的画，
有的用水粉涂出丰富的线条和色彩，还有的学生很开心的告
诉我：“是小老师帮助我的，谢谢他”。那时我微笑着给他
们投去赞许的眼光，说出鼓励的语言。我很开心，他们也很
开心。



教学的方式是多样的，目标却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学生
热爱学习，并且学到更多的知识。美术课程不单单是技巧与
技能的培训，尤其是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重要，
让学生学会在学习时，享受过程，并且从中得到成就感和满
足感，找到学习的方式，明确学习的态度，为自身的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六

石嘴山市第七小学任会玲

《端午节》是湘美版三年级下册的一课，它属于设计.应用的
教学领域。在端午佳节时，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参与和体验节
日的快乐气氛，我决定教学生用卡纸做香包。于是我自己先
学折了一下，然后让其他老师也学着折了下，她们都说比较
难，尤其是三年级的学生，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都还不是很
强，很难学会！为上好这课我总结出几个教学难点：（1）制
作香包用的示意图，刻度必须精确。（2）在折叠时，由平面
形成立体的基本型。（3）在装饰时找准装饰的面，从而进行
有创意的装饰。

由于三年级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弱，也缺乏细心的概念，我将
画示意图的任务课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完成，
这样既节省了上课的时间，又让学生与家长之间有一定的互
动，对促进彼此间的情感交流有一定好处。

在课堂中，我以开门见山的提问导入，并请学生介绍了他们
所知道的关于端午节的知识。在学生说到屈原时，我呈现了
傅抱石的作品《屈原泽畔行吟图》在欣赏的过程中，让学生
了解了中国画以及屈原的人和事，这一环节让深刻的体验到
平时对学生美术素养的培养有多么重要，学生已经认识中国
画，而且还知道什么是中国画。让我无比欣慰。

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我又出示了自己制作的香包，



请学生观察，提问：香包有几个面？学生回答：六个面。它
有什么装饰？生：小挂件和图案。我请一位学生上台拆，其
他学生观察，拆开后仔细观察示意图，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师生交流。然后请一位已经会折的同学上台边演示边讲解香
包的折法，并及时对上台拆香包和演示折香包的学生给予肯
定和鼓励表扬。有了学生的讲解和演示，大部分同学已经掌
握，但最难的部分部分同学掌握的还不是很好，因此，我又
介入再次讲解重点部分，长方形的纸条如何有平面变成立体
的，为了使学生看的更清楚，我在示意图的前六个三角形中
标注数字1、2、3、4、5、6这几个数字，进行找朋友的游戏，
1找4形成一个立体锥形，然后找到5，6也想和他们做朋友，
于是它也来了，这样既直观又简单明了的把折香包的关键点
突破了。学生掌握后，开始自己动手折香包，老师巡回指导。
对折的认真的特别是棱角分明的同学及时做出表扬，对学困
生给予帮助和指导。

作品挂在黑板上，大家欣赏着，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说着自己喜欢的香包，也有提出建议的，此时的我也
沉浸在幸福中，孩子们的能力再一次得到培养和锻炼。

教学的方式是多样的，目标却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学生
热爱学习，并且学到更多的知识。美术课程不再单单是技巧
与技能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非常重要，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发挥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享受
过程，并且从中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找到学习的方式，明
确学习的态度，为自身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在这一课
中，也存在一些缺憾，在教学中还应对学生的评价语言更丰
富些，老师的语言再精炼些。这是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谢
谢大家！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七

我在本篇课文的教学上运用的是以读为主，让学生感知浓郁
的民俗画面。我先是声情并茂的引导学生进入角色，再由学



生自由朗读，找出相关的精彩段落进行交流，最后分析完文
章思路后全班齐读，逐步走进作者的感情世界。

学生第一次系统的接触类似内容的文章，而且学生的朗读积
极性不太容易调动的起来，因此我注重了课前的准备，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对于历史典故和民俗故事会有比
较浓的兴趣，而且自己搜集资料也会更有成就感。

导入到正文之后，我从文章出发，在自主探究这个环节中以
语言为教学立足点，关注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运用和积累。
首先引导学生朗读、揣摩品味文中重要的词语句子，使学生
深入领会文中的思想情感。接着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合
作探究，体味好词好句。学生在朗读讨论后，找到了许多体
现情感，以及语言特点的句子（比如：对比、字词生动、文
白夹杂等）。语言离不开生活，为了让学生的语言发展得更
好，我让学生在分析时先朗读，自己感受作者的情感，然后
再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但是其中也有些不足。我在主题情感的挖掘上不够到位。我对
“为什么以端午的鸭蛋为题”这个整体感知的部分把握不够，
为了进入下一个环节，让学生活动时间也不够充分，因此，
有些体现学生主动性的动手、动口的活动也不够充分，未让
学生很好的展开讨论，感受不够深入。这是在以后的教学中
需要解决的。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八

本课语言形象生动，其中有许多值得学生积累的词语，比如
对粽子样子、味道的描写中，分别用“青青的、白白的、红
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和枣，可以归类积累，同时在学
习叠词的基础上感受句子的韵味和节奏。文章用词也很丰富，
如“美滋滋”“又黏又甜”这些鲜活的词语，为文章增添了
光彩，使表达有了韵味。这些词语的运用使课文对端午粽的
描述更为形象。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这些词语进行归类、



理解和运用，丰富了学生的积累。

不足之处：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高，不能大胆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组长的分工不够明确，学生汇报时不够自信
等，这些问题我都会在后期的教学中不断改进。

改进措施：1。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
主角，把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作为本课
堂教学的关注点，多读，让学生学会提问。2。我用了一个填
空式的形式，把端午粽的样子、味道和花样，让学生梳理课
文内容，培养学生的总结能力。

大班端午教学反思篇九

一、自学提纲设计的问题太多，显得杂乱无章。

我是这样设计的，“默读课文，思考：端午节有那些习俗?屈
原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投江自杀呢?他投江后人们是怎
么做的?后来为什么向江中投粽子?”设计这些问题时，我也
考虑到了问题太多，但又想不出如何更好的设计。教学中我
只注重了课文内容的衔接，忽略了课文的读。现在想想，不
如把问题简单化，只设计前两个问题，从屈原是个怎样的人
入手，引出屈原的爱国，有才干，受人爱戴的人。从而一步
步展开话题，从他帮助楚王变法，是国家强盛，被流放之后
依然为国担忧，国家灭亡，自己投江自尽等方面来体会他的
爱国之情。从他投江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内容中抓住重点句体
会人们对屈原的爱戴之情。

二、讨论解疑上指导不够。

我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端午节的由来，可是学生都是从
书上照搬，成了复读课文内容，我本想引导一下或是我来说
一下，让学生知道怎么说，可是已经下课了，我只好匆匆结
尾，使这里一带而过。这个环节是教学的重点，一带而过使



课堂没了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