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篇一

综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是语文五年级下册中的一个新
的单元，它同以往的课文学习有很大的不同。在执教这节课
之前，我在深深地思考，何为综合性？综合性学习，到底要
教给学生什么？学生能否在这种自主的活动中学有所获，在
各个方面有大的提高。

为了防止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我遵照学生自己的意愿，
让他们自行组成小组，把全班分成了“汉字历史长廊”“甲
骨文博物馆组”“啄木鸟医院”“书法艺术苑”几个大组。
这节课主要为“成果展示，互动交流”。在活动中，一些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高，课前学生充分利用各种途径，查找与汉
字有关的各种资料。老师根据教材的编排由“阅读材料”引
入，了解与汉字有关的知识，再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利用小组交流实现资料共享，并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次活动拓宽了学生学习语文的途径，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
生搜集信息和互助合作的能力。但是，活动中还有一些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反思和改进：学生组成小组，从搜集资料、设
计活动，再到反思总结，花费的时间很多，老师需要适当调
控指导。而且这种活动课势必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何合理利用、分配时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班上
学生个体差异大、现实条件受限等诸多因素导致我们老师要
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些勉为其难。课堂



中老师的语言较多，我没有做到给孩子更多的机会。以后的
教学中，多培养学生从课外学习、从生活中发现的本领，除
了学好课本知识，更要从课外汲取营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总之，综合性学习的教学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我们每一个
老师去摸索，探究，寻找一个个更好教学方法，走出一条具
有自己特色的“综合性学习”教学之路。我已经轻轻掀开了
综合性学习的面纱，还会进一步加强研究，在实际教学中进
一步丰富。我将在“走一步”的兴奋中，期待“再走一步”
的快慰。

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篇二

总结，花费的时间很多，老师需要适当调控指导。而且这种
活动课势必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合理利用、
分配时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班上学生人数多、学
生个体差异大、现实条件受限等诸多因素导致我们老师要充
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些勉为其难。

反思三：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教学，我认为要上好语文综合实践课，主要还是从
这几方面着手：

1、写好计划书。引导学生对活动主题进行深入思考。引导学
生对教材进行分析、梳理，提出问题、提出问题，让学生参
与整体策划，有明确的活动目标，让计划更有目的性。

2、充分认识到阅读材料的作用。

学习方法

阅读材料是原点，每一篇阅读材料都可以看做是一方面典型



的代表，可以引领学生以此为点，辐射更大的扇面、走的更
远、见识更广。所以，要运用好阅读材料。更好地凸现三维
目标。

3、体现教师指导的有效性。

教师对知识要点的点拨、对学生展示的评价是必要的。

4、要体现语文味。

“水尝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
有互动才会有碰撞，有碰撞猜会有提升。只有个人展示是不
能引起共鸣的，可以让学生说创作感受，谈收获，甚至学生
互相提问，这些形式都可以形成互动的情形和氛围，让课堂
上充盈语文味。

5、教师的文学素养、语文素养、跨学科的相关知识还需要拓
展、加强、丰富。

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篇三

诗歌《玩具玩具我爱你》教学活动较好的完成了教学目标，
幼儿感兴趣，参与性较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分析原因：

一是教学目标制定合理准确，充分抓住了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教学环节设计科学合理，层次清楚，
并注意到了层层递进，教学流程目的性强。

二是教学环节之间注重动静交替，并能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
性，通过亲近幼儿熟悉的玩具进行教学，形象具体可操作性
强，容易激发幼儿兴趣，使幼儿乐学。

三是教师利用自己的玩具引发主题，拉近了教师与孩子之间
的距离，孩子们乐于模仿；请个别孩子展示正确地玩玩具的



过程，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生硬的教育，孩子们乐于
接受。

当然，本次活动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听哭声导入课题不适合小班，而且此环节感觉多余，可
有可无，不如开门见山直接引入更好。

二是分组练习朗诵的巩固环节，对于小班来说男女分组不适
合，因为小班幼儿男女意识淡薄，根据他们特点更适合集体
练习和进入角色练习。

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篇四

《我爱你，中国汉字》从四个方面展现了汉字的独特魅力，
表达了作对中国汉字的无比喜爱和赞美之情，也表达了作者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文章语言优美，作者饱含深情，用
诗一般的文字展观了中国汉字的神韵风采，让人你百读不厌，
读着读着也被作者的情绪所感染，深为中国汉字的魅力所吸
引、沉醉。如何让学生也有这般感受？我提醒自己，如何才
不让自己情思飞扬，把语文课上成了思想品德课。很多时候，
我偏重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人文性目标而削弱、淡化，
隐形了工具性即知识能力目标。这篇课文把握不好，拿捏不
到位老毛病很容易就犯。思虑后，努力做到如下几点：

文章2-5自然段分别从四个方面展示了汉字的独特魅力。每一
个自然段呈现一部分内容。教学时，给3-5分钟，让学生充分
默读这四个自然段，概括出每一自然段主要讲了什么? 鼓励
学生静下心，走进文字，认真读文，大胆将自己的思考与同
学老师交流。学生能力差异太大：有的很快能捕捉一自然段
的重点，有的则茫然无绪。在梳理归纳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了文章的总体框架。

把握年段特点是对教师教学能力及水平很重要的评价标准。



高段教学重点要放在写作方法及体会思想感情上。作者用如
诗的语言处处愉悦着读者的眼睛。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
手法的运用；说明、抒情、描写等表达方式的交织；对汉字
的喜爱赞美之情溢满字里行间……教学中，抓住第一自然
段“像……孩子”、“像……鲜花”、“真想”、“真不
忍”，抓住课后思考题提示的两个句子，抓住几次重复使用
的词“真的”去品味，适机感情朗读。

汉字是什么？汉字是民族文化的化石，是历史的载体，是前
人智慧的结晶。在我们的方块字中，潜藏着丰富的审美和诗
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教学中，我努力让自己的语言向
作者的优美语言靠拢，努力缩小与文本语言的差距。可惜的
是，在作者充满灵性与激情的文字面前，我感觉自己的语言
是那么灰暗与匮乏。情由心生！因为作者心中流淌着对中国
汉字发自肺腑的热爱与赞美。可贵的是，这一点我与作者是
相同的。教学中，我现场卖弄了“家”、“国”等几个字的
写法 ，并展示了书法家笔下的汉字神采，学生对汉字生发的
无穷变化惊叹不已；用“囧”字形象诠释了汉字的形象生动；
用“人”字解读了汉字的丰富内涵……资料的补充丰富了文
本内容，有助于重点句、难句的理解，也受到了情感的熏陶。

回顾此课的教学，很多环节还可以更节时，伸展的度还可以
把握得更好。一节课是有限的，课堂的有效永远是标杆，指
引我们承载教学之舟向有效的彼岸前行。

我爱你汉字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汉字的魅力”，尽情抒发对汉字的喜
爱、珍惜与赞美之情。赞美它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赞美
它给使用它的人带来诗的灵性，赞美它维系了一个统一大国
的存在，赞美它在科学发展中焕发了青春。

在设计这一堂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材内容虽然很。而我们的
汉字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汉字书法艺术为世人瞩目，



我充分引导学生充分地感受汉字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于
是，我决定重新整合教材内容，对教材的内容和顺序进行调
整，确定了四个板块：古老的汉字、神奇的汉字、实用的汉
字和美丽的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