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 我喜欢教学反
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内容比较多，一共11个小结。在课后作业中又有背
诵的要求。因此在备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怎样让学
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的完成背诵的要求。因此，我采用了
一些教学方法。

上课开始，我首先让学生通读全文。在读懂读通顺的基础上，
让学生思考课文都介绍了春天的什么。在学生整体回报后，
我为学生板书归纳出：太阳、风儿、小雨、动物。这样整体
的把握了课文，在背诵中就不会想不起来了。

课文向我们介绍了春天的这么多的景物，它们有什么特点呢？
提出这个问题后，我让学生再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让学生
思考：这些景物都有什么特点？学生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些特
点。然后，教师在抓住重点段帮助学生理解，如：春天里的
花各色各样这一段，通过图片的对比来让学生理解。迎春花
金灿灿就像闪亮的金子，洁白的梨花就像飞舞的`雪片。在这
形象的对比中，学生就记住了课文的内容。

春天有明亮的阳光，温暖的风儿，各色各样的花儿，淅淅沥
沥的小雨，可爱的小动物。这样学生结合实际和自己的想象，
在脑海中出现了春天的一幅美图。在这样美好的春日中心情
是那么高兴，那么快活。所以我们要在花园里玩耍，就像春
天的花朵。在阳光下唱歌，就像春天的小鸟。这样非常自然



地就学会了背诵这两个自然段。可见理解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篇二

仿写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一篇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例文模仿是小学生作文训练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学生
阅读例文，当受到了思想感情的感染或写作技巧的启示时，
就会产生尝试写作的冲动。

如我在教学《我喜欢》一文时，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深刻体会到作者对所喜欢事物的独特感悟，感受到作者
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欣赏作者的审美品位，体会文
章语言的'细腻精美。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想一想自己喜欢什
么？学生在例文所描绘的情景感染下，心中的喜欢呼之欲出，
纷纷写出了自己心中强烈的喜爱之情，如：“我喜欢弹琴，
我喜欢让我的指尖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飞舞。”“我喜欢在
雪中漫步，我喜欢那宁静无声的银色世界。”“我喜欢春天，
我喜欢在春风中凝视那微弱的小草，我喜欢静静的、轻轻地
抚摸它那美丽而诱人的脸蛋。”“我喜欢花，不论是活泼的
迎春，艳压群芳的牡丹，清瘦的秋菊，还是孤傲的梅花，以
至于不知名的野花，都让我陶醉。”“我喜欢看书，看着那
些文字，我仿佛穿梭于时空之中，感受世间的冷暖人
生。”“我喜欢迎春花，那美丽耀眼的金黄在不被绿叶的拥
抱下展开。”“我喜欢秋天，我喜欢仰视那火焰一般的枫叶，
露出红彤彤的笑脸，给深秋带来一丝温暖。”

像这样的好词佳句充溢在每个学生的文笔之中，字里行间流
露出了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无限情趣。看到学生在欣
赏着彼此的美文时，各个摩拳擦掌的兴奋劲儿，可以想象学
生的写作欲望已强烈到了极点！因此，只要教师善于把握教
育的时机，有效地借助文本，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学生的
作文兴趣会很好地得到激发。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篇三

《我喜欢》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本篇文章的作者张晓风
以独特的视角，诗一般清新的语言，向我们敞开心扉，描述
了自己喜欢的景物与事物，并说明喜欢的理由，表达了作者
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豁达、独特、乐观的人生态度。

文章在语言结构上两个特点：

文章语句优美动听，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使人很容
易进入语境中感受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

文章结构整齐每一段开头都用“我喜欢”三个字领起下文，
使12个自然段形成了排比段，句式工整、语言精美，情感贯
通全文。针对这两个特点，在教学中，我努力将信息技术与
语文教学实践进行整合，并将多元化评价落实到课堂中。

课标指出：“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
受到情感的熏陶”。以“读”这个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学，学中悟，悟中思，读出文章包含
的韵味，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独特感受，
品味文章语言的优美，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底，领略
大自然的美好景象、生活的多姿多彩，达到学生与文本的共
鸣，生与师的共鸣，生与生的共鸣。

课伊始，我便以生动感人的语言导入，再让学生以“我喜欢，
因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在学生读中悟情，披文入情后，
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独特的想象，仿写课文，用语
言文字来抒发自己对四季、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说一说
自己喜欢什么，学习课文的表达方式，以“我喜欢”开头来
抒发自己的独特的体验。从而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
思维能力，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课件中“宁静淡远的冬天、蓬勃向上的春天、绚丽多姿的夏



天、凄美动人的秋天”一幅幅优美生动的画面带学生走进迷
人的四季，配上优美的乐曲，学生自然而然地在朗读中感受
到文章的韵味。

在指导学生理清课文层次时，学生零散地将作者喜欢的事物
罗列出来，我及时进行点拨，学生将课文作者喜欢的景物、
事物归纳为四季景色、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三大部分。有学
生质疑：“我喜欢梦”这部分不应归入自然景物，于是我让
他们再读这一自然段，找出作者梦中的所见的景象，学生豁
然开朗。

“殷勤”的“殷”字，学生掌握较难，又易写错，我便借助
多媒体课件分析字形，突出重点。大部分学生能记住这个字。
其它较简单的词语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篇四

《我最喜欢的动画》活动结束了，全班37位小朋友就用30分
钟时间，人人完成了一幅有情节的作品。其中有19名小朋友
用自带的水彩笔作画，他们画“小红帽走在长满花草的小路
上”， “黑猫警长在大树下手拿着枪在打老鼠”， “喜洋
洋与灰太狼在交流……”；有6名小朋友用蜡笔作画，他们
画“蓝色的机警猫”“漂亮的kt猫……”；还有12名小朋友
用橡皮泥塑造，泥工板上 《小蝌蚪找妈妈》、《白雪公主》
栩栩如生。在评价交流时，孩子们滔滔不绝讲述自己作品的
情节，完全沉静在主动、快乐的情景中。活动结束后，孩子
们的余热还是未尽，我们把作品展示在画展区，他们三五成
对在欣赏、讲述。

这次活动结果，是我预料之外，细细想想，其实，在这成功
活动的背后，蕴含了许多的课前准备。

﹙一﹚老师的课前准备



这节课是我第一次遇见的教材，我仔细分析了活动目
标：“结合已有经验展开想象，选择不同的方式表现动画形
象，体验创想的快乐”。自问：“如何在短短的30分钟内实
现这一目标”。我决定采用“充分的课前准备”之策略来应
对。

1．利用午餐后等日常生活与幼儿交流谈话，了解班中幼儿最
喜欢的动画分别是什么，然后，把有代表性的动画角色做
成ppt课件。

2．通过家校路路通平台，取得家长的支持，让有水彩笔的幼
儿，将水彩笔带到园。

3．合理安排时间。此活动安排在周四进行，可让幼儿利用游
戏等日常生活积累经验；一节课的时间也恰当分配：活动开
始讨论用7分钟，评价交流用6分钟，作画时间用17分钟。

﹙二﹚幼儿的课前准备

1．经验准备。

﹙2﹚利用自主性游戏，让幼儿各自尝试绘画，每次游戏结事
时进行评价，幼儿明确什么才是我们所要表现的，如：局布、
情节的表现，颜色的搭配；再如；边框怎样装饰等等。

2．物质准备。活动前一天，利用日常生活，统计并规定了水
彩笔、蜡笔、橡皮泥及板所放的小组，并将分散在各组的6名
蜡笔绘画者的蜡笔集中在一起，确定临时负责人发放。各自
的水彩笔放在各自的贮藏框中便于取放。当天吃完点心后，
就将绘画用品放置到位，做到不为准备浪费一分钟。

本次活动的背后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课堂教学质量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课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是否切合幼儿实际。
可归纳为以下二点：



﹙一﹚做好课前准备，能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课前准备应特别强调时效性。材料早搜集，过程早设计，课
件早制作，做好所有准备，那么课堂的时间就能毫无保留的
用于教学任务的实施。教学中，将更为流畅、简洁、紧凑，
对教学时间的调控安排将更加科学合理，不再无谓地浪费时
间。做好课前准备能使我们每节课都从容淡定，对每节课都
谨慎专注，牢牢确立课堂教学的效益观。长期坚持，水滴石
穿，就会帮助我们自己成长，更快地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
格。

﹙二﹚做好课前准备，有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课前准备是否充分，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只有
精心地做好课前准备，教师在上课时才能胸有成竹地面对各
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孩子在上课时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能全身心投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孩子成为课堂教
学中的主人，充分调动孩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长期处于良
好的学习氛围中，孩子自然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有助于培
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除了上述之外，课前准备工作在整个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着
它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我喜欢的书教案反思篇五

幼儿园的谈话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幼儿围绕
某一个话题进行谈话的语言教育活动。旨在创造一个良好的
语言环境，帮助幼儿学习倾听别人谈话，围绕一定话题进行
谈话，习得与别人交流的方式、规则，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
本次活动是孩子们结合自己的调查表并说说自己喜欢吃的食
物的名称、口味、营养等。



优点：

1、拥有一个具体的中心话题。谈话话题是“我喜欢的食物”，
是幼儿有熟悉度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使孩子有话可说、
有兴趣说，并能进行交流和分享。

2、用集体交流、结伴交流的方式围绕话题自由交谈。放手让
幼儿围绕话题自由交谈，允许幼儿说任何有关话题的想法。
教师不做示范，不忙于纠正幼儿在谈话中出现在遣词造句错
误。另外，鼓励每位幼儿积极参与谈话，真正形成双向或多
向的交流。可以让幼儿自由选择交流对象，可以是一对一个
别交谈，也可以由幼儿与邻座结伴交谈。

不足：没有充分的材料和知识经验的准备。有一些孩子的`调
查表没有带来，另外从孩子自由交流的环节中发现，有部分
孩子不知道的调查表上画的是什么，不会说。

建议：

1、为了促进孩子语言的发展，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让能力
强和能力弱的孩子结伴，让能力一般的孩子与能力请的幼儿
结伴，让能力弱的与能力弱的幼儿结伴，不同结伴策略的运
用旨在让每个幼儿都有谈和听的机会。

经验铺垫，准备充分。请家长与孩子一起完成调查表，并请
家长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调查表说说自己喜欢的美食的理由，
做好充分的经验铺垫，使孩子在活动中有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