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太阳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太阳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散文。全文以一个小朋友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进行
讲述。“我”为每个季节画了不同颜色的太阳，给世界万物
带来各种美好。

课文共4个自然段，按照夏天、秋天、冬天和春天的顺序叙述，
每个自然段写了一个季节。段落结构相似，都是先写画什么
颜色的太阳，再写在阳光照耀下，这个季节呈现的美好。全
文语言优美、结构工整、具有反复的特点，读起来亲切舒缓，
非常适合学生朗读。

课文配有一幅插图。图画中描绘了一个小男孩画太阳的情境，
透过甜甜的微笑，可以感受到他美好的心愿。

优点：

通过游戏设置认识生字，富有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分自然段朗读，分自然段理解课文，由部分到整体。

通过拓展，引导孩子思考说说自己想画一个什么样的太阳，
升华情感。

缺点：

指导朗读方面不够到位，没有给学生进行范读。



2.朗读的方式太单一。

改进措施：

采用多种朗读方式，自由读、指名读、男女生对读、齐读，
可以交替使用。一年级语文教学，朗读是一个重要环节，在
课堂上要突出朗读的重要性，让孩子们爱上朗读。

太阳教学反思篇二

《晚上的太阳》是一篇人物故事,课文讲述了著名科学家爱迪
生在妈妈生病时,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光明,让医生顺利地
完了手术,救了母亲.告诉人们遇事要积极动脑动手。

1、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我在揭示课题后，请学生就题设疑：
课题中的“太阳”为什么要加上引号？晚上有太阳吗？晚上的
“太阳”指的是什么？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
生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朗读课文，学生读的有目的，有兴趣。

2、由于本课内容生动易懂，叙事层次清楚。我在理解课文的
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学习默读课文的方法。默读时请学
生注意两点：

一是要边默读边记忆故事的主要情节，

二是要重点抓住文中的“焦急”、“手心攥出汗水”、“眼
睛一亮”等词语来体会爱迪生当时由“焦急——紧张——激
动”的心情变化，从而考虑自己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怎样插进
自己的语言。在进行这一环节时，我让学生自己练说，同桌
互说，小组内说，最后全班交流。通过向别人讲述故事，既
完成了课后练习，也达到了让学生全面体会课文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感受课文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的目的。

3、在指导学生写字时，我抓住重点，归类进行指导。



如“医”的偏旁是匠字框，是新偏旁，最后一笔是点。“请、
性、何、秒”这些左右结构的字都应写得左窄右宽，注意左
右两部分之间的比例。

太阳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出现了三次“番茄太阳”，第一次“那我就叫
它‘番茄太阳’。明明咯咯的笑声银铃样清脆，一串一串地
追着人走。”是与“笑”字相联，儿童那天生的创造性表现
的非常清楚。第二次“日子过得真快。明明像小屋里的光线，
带给我许多快乐。看着她的笑脸，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番茄
太阳’”“把明明说成了太阳”，这位乐观的盲童影响
着“我”，其实盲童天生的快乐也是一种创造。第三次“红
红的‘番茄太阳’一直挂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的心。”是
盲童明明说的“阿姨，妈妈说我的眼睛是好心人给我的。等
我好了，等我长大了，我把我的腿给你，好不好？”当读到
这儿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颤了一下，不经意间泪水已经夺
眶而出，这句话温暖着“我”，震撼着我的心灵，这样的话
也只有天真的孩子才能说出。她并不知道把自己的腿给别人
意味着什么，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份爱心就这样传递下去。

另外，这篇文章给予人的是儿童给予成人的改变。文中
之“我”是生活艰难，心情灰暗无比，住在旧楼房里，是从
别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应该说“我”因为拄着双拐，对生
活的希望几乎没有了。没有想到这一家人，这家同样是贫穷
的人，面对生命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成人改变成人作用远远
赶不上儿童改变成人。“我”看得出明明的父母有什么样的
追求，但“我”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家的努力，社会
的奉献，最终让“我”为之震撼。儿童的行动，儿童的力量
太大。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经常回过到来看看身边的儿童，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美。所以，想到这里，我们教学这课，
还要充满着感谢，即老师也要有感谢儿童的心理。成人的心
理健康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童年其实是最无忧无虑，哪怕
遇到最大的困难，儿童仍然存在着快乐。



番茄太阳”是“番茄”与“太阳”的组合，这种组合太美了！
这种组合没有想到创造出一种新生命，一种对世界的唤醒。

学完这篇课文以后，我被明明感动了，学生们也被明明感动
了，他们知道了要像明明一样坚强、乐观，快乐地生活着。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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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教学反思篇四

在“信息技术于学科教学的整合”中，学科的课程价值如何
体现？就我执教的《太阳》一课来说，教学目标的定位兼顾
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信息技术素养”、“科学素
养”三大方面，而在教学过程中，我既注重对学生查阅网页
资料的路径指导，以培养学生基本的网上浏览技能，也注重
借助丰富多采的网页资料拓宽学生视野，激发他们爱科学、
学科学的兴趣。

同时更是把培养学生仔细倾听、大胆地质疑、清楚明白地表
达、礼貌友好地交流、富有感情地朗读等语文素养摆在了首



要位置，但是，在评课过程中，仍有老师提出：短短的一节
课中，学生既要学习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又要查阅诸多
的网页资料，这样的课，较之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似乎语
文的味儿淡了，学生对课文知识的把握，对作者写作方法的
认识未必有传统课深刻。

我想，这一定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的疑惑。毋容置疑，通
过网络环境下《太阳》一课的学习，学生知识能力方面的收
获一定比传统课堂来得多，来得广，但未必见得专、见得深。
是呀，在“信息技术于学科教学的整合”中，学科本身的课
程价值如何体现学科价值的成分在一堂课中该占几分几厘，
才算恰到好处，这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那么，信息技
术与学科教学如何在课堂上达到最优化的整合，确实是我们
需要不懈探讨、不懈实践的一大问题。

太阳教学反思篇五

本学期上一年级的新教材，不知有多喜欢。新教材不仅为学
生考虑，同时也为我们教师考虑，教参里就有很实用的课件，
这样我们教师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去解读教材。在这新一轮的
教学过程中，我经常会拿老教材对比。第19课《心中的太阳》
在老教材是在第6课叫《我心中的太阳》。

上完这节课我舍不得离开教室，完全沉浸在学生丰富的想象
力中。学生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记得上一届上这课时，
我完全牵着学生的鼻子走，我画了很多太阳的形象作为示范，
结果学生画的太阳和我基本相同，作业也只有一次练习，学
生可以画几个想象中的太阳，也可以画一幅有关太阳的想象
画。总之，那次的作业很呆板，没有想象力。

这节课，之前我真没有预计到效果会如此之好，我想主要是
我对教材解读得比较深。新教材和老教材还是有区别的，新
教材学习要求是尝试表现想象中的太阳，老教材安排在第6课
的学习要求是进行点线练习和面的涂色练习，培养想象力。



因此在上这课时，我就重点放在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上。

把握了学生学习方向之后，我就重点引导学生去想象。我在
两个方面进行引导，进行两次的小练笔，第一次是太阳形象
的引导，第二次是你画的太阳有什么故事。第一次通过欣赏
图片《太阳神鸟金箔》《太阳神阿波罗》，让学生明白太阳
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这样画，打开了学生的思维，学生画出了
各种各样的太阳形象，那些光芒的画法可是多得让我无法预
计，可以说是把各种点线面都运用到了。学生作业欣赏和老
教材一样的，但我却引导不一样，之前主要是看构图和涂色，
这次我完全抛开这些，就问学生“这些太阳在干什么呢？发
生了什么故事呢？”学生说得可有趣了，这才是真正适合一
年级小朋友的年龄特征。有了以上太阳形象练习的基础，然
后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学生画出的太阳故事可多了，有
的小朋友把太阳装上轮子去旅游，有的小朋友带着太阳去游
泳，有的小朋友把太阳带到舞台上跳舞唱歌……，总之想象
力可丰富了，这些是我们老师想不到的`。

这节课上完了，我真的很激动，真得太佩服孩子的想象力。
于是我就在反思同样的课，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我想孩子
的想象力能不能被激发，主要是看老师的舵掌握着怎么样？
老师对舵的把握直接影响了学生行驶的方向。同样的教材，
同样的教师，对教材的不同解读，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教学效
果。因此，我觉得作为教师一定要深入解读教材，理解教材，
才能不辜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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