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优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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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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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一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江西领导革命时帮助乡亲们挖水井，解决了吃水困难。解
放后，乡亲们在井边立碑，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敬之
情。

我在教学本课时，采用直观形象的手法让学生认识“井”字，
并随课题识字，分散了识字的量，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
体验到识字的快乐。在学文中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引导想
象，体会人民喝水的困难，知道毛主席带领人们挖井的原因，
在读中体会人们喝水的艰辛，体会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关心，
并用自己的朗读表达出对毛主席的崇敬。

接着告诉同学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是沙洲坝的.人
民对毛主席心存一份感恩，立碑传世。现实中，为我们付出
的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名声并不显赫，但也让我们满怀感
激，我让学生模仿课题的说法，自由表达：

过桥不忘一，吃菜不忘一一，穿衣不忘一一，一不忘一﹣等，
学生在表达中，活化了语言，滋养了心灵，课文中隐含的思
想因为与学生的情感交汇而得以复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二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江西领导革命时帮助乡亲们挖水井，解决了吃水困难。解
放后，乡亲们在井边立碑，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本来意思上是我们每天从井里取水上
来饮用，享受劳动成果，但是不能忘记那起先挖井的人。可
是课文所描述的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都很远了，何况我们的
学生，他们更是生在幸福中，长在幸福里，他们根本不能明
白，他们生活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代。加上我们这里
用水很方便的，家家都有自来水，因此，学生对老百姓立碑
纪念毛主席的行动感受不深。这样的文章孩子们是不喜欢的。

怎么办？怎样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呢？反复备课后都觉得不行，
就凭单调的朗读来理解，告诉孩子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比
喻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
记当初创造成果的人，一句话，不忘记根本”，肯定不行的。

孩子们不懂，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当时那样的年代，如果让
孩子亲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有所感触呢？我试
着找了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我用课件向学生们展现了那
个艰苦的年代：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的人们……我把画面
定格在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来回走上好远的路，当
时干裂的土地，崎岖的小路，很脏的池塘水，画面是神奇的，
孩子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开始嬉笑的表情没有了，脸上
的表情变了，班级里非常安静。趁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
画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有了直观的
感受，让孩子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就
容易多了。孩子们也有话可说了。

“不忘”是本文的主题，从不忘着手，体会文中毛主席对乡
亲们的恩情，这份恩情让当地的老百姓和战士们都难以忘怀。
体会到新时代的我们也时时感受这来自长辈、朋友、同学的



关爱，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报答这份恩情呢？通过交流谈论，
课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三

让孩子动情：毛主席的名字学生都较为熟悉，开始我害怕上
这样一些伟人、名人的文章，觉得跟孩子们的时代背景、文
化底蕴相差太大，甚至觉得没必要选入教材中。偶然间我发
现我们班孩子模仿“奥特曼”的游戏，很多男生谈到长大的
愿望就是成为奥特曼，为什么学生会如此喜欢它呢——那是
因为“奥特曼”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
就不能利用孩子崇拜英雄、真诚善良、易受熏陶感染的特点，
把我们文章中的人物也成为孩子心中模仿的英雄呢？让孩子
学习自己喜欢的英雄故事，肯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
此看来，孩子在课堂上是否动情了是上好这类文章的关键。

如何让孩子动情呢？在第一课时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树立
形象，在导入课文时我非常庄严、神圣地介绍人物，如生平、
事迹、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让学生对人物肃然起敬，帮助
学生增加对课文背景及相关内容的了解，激起他们内心深处
为人物人格震撼这样一种情味感和学习的强烈欲望。在第二
课时的.教学中，我再加以朗读指导，最后把学生对生活的感
受带进课堂，实现情感的迁移，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课文
的基调，训练表达，培养语感，渗透情感和价值观教育。

《吃水不忘挖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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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主要分三个阶段完成识字任务：预习中主动识字；阅读
中分散识字；作业中巩固识字。这样学生学得轻松，教学效
果好。

“课堂应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教学
生识字时，没有按以往一个固定的套路读拼音、数笔画、说
部件、连词语，而是把识字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
动脑筋记字、辩字。当小老师写字，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使学生自学生字的能力得
到增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学生有了兴趣，就会用全副精
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教学中，注意抓住低年级学生
的心理特点，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如朗读竞赛、识词游
戏、学当小老师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其积极主动地参
与学习的全过程。

教学始终以读为主线，从带着疑问读到读通、读顺，到抓住
重点词句读，让学生充分朗读，静心品味，感受到蛰伏在字
里行间的真情实感，突出“普通人”的情感体验。中学会，
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会感恩，既尊重了文本，又超越了文本。

“语文学习要为学生创设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使静
止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动态的听说读写活动，如“当小老师教
学生字”、“看到碑文，他们会说些什么”的角色体验。
用“不忘”的句式说话等设计留给学生探索尝试、交流反思



的空间，让他们在与文本无拘无束的碰撞交流中，切实提高
语文能力，获得人文素养。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篇五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江西领导革命时帮助乡亲们挖水井，解决了吃水困难。解
放后，乡亲们在井边立碑，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本来意思上是我们每天从井里取水上
来饮用，享受劳动成果，但是不能忘记那起先挖井的人。后
来，“吃水不忘挖井人”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并非专
指吃水这件事情，它有了比喻意义，比喻享受别人的劳动成
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初创造成果的人，
一句话，不忘记根本。

课文要告诉我们学生的肯定也是它的比喻意思。可是课文所
描述的年代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来说，都很远了，何况我
们的学生，他们更是生在幸福中，长在幸福里，他们根本不
能明白。本课内容距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教学时一定要考
虑到这一因素。而且现在的学生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知之甚
少，那么在教学时学生很容易觉得没意思，不能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所以，一定要在新授内容前让他们对课文中的主
要人物和历史背景有简要了解。

在教学开始时我用歌曲导入，激发了学习兴趣。紧接着对毛
主席进行简介让学生初步了解了毛主席为人民着想、为人民
服务的好思想，好品质。孩子们不懂，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
当时那样的年代，如果让孩子亲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
对他们有所感触呢？我又试着找了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
我给学生们展现了那个艰苦的年代：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
的人们……我把画面定格在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来
回走上好远的路，担回水，画面是神奇的，孩子们的眼睛睁
得大大的，一开始嬉笑的表情没有了，脸上的表情变了。趁
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画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



解课文内容。有了直观的感受，让孩子们来理解：为什么
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就容易多了。孩子们也有话可说了。

总之，《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一课要充分地照顾到孩子们的
情绪，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让他们在课堂上设身处境地
置身于情境之中，才能从根本上感悟到不忘记根本，学会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