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想教案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想教案反思篇一

《我是什么》是一知识性课文，文章的特点鲜明，是用拟人
的写法，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介绍水在自然界的'变化，以
及和人类的关系。我根据课文的特点，课标的理念，设计教
学，达到了既定的教学目标。

1、让学生直接和文本对话。

主要表现在非常注意让学生认真读书。通过反复的读从课文
语言深入到内容。初读课文要求读正确。再读课文，要求读
流利，并说说你认为他是什么，这时学生对课文还只是直觉
的印象、浅层的了解。

2、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定教。

我根据本文的特点以自主、合作、探究做为线索，贯穿教学
全过程。

3、重视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精彩的词句。

语文课要丰富学生语言，感受汉字语言美。我注意抓精彩词
句，而且设计巧妙。如：对“打、落、飘”三个动词先做找
朋友的游戏，又让学生用动作理解，并联系生活经验体会文
中用词之准确。

4、针对二年级儿童的特点，恰地使用直观形象手段，保持学



生的学习兴趣，帮助理解语言。

如：“水变成汽升上天空变成云”的过程，制作成示意图的
课件，使学生能观察到这个变化。又如：边讲边板书，最后
形成水在自然界的循环示意图，使学生一目了然。

我想教案反思篇二

“剪出了火红的桃花”，“剪出了活泼可爱的小燕
子”，“剪出了大地的胡须――小草”预料之中的答案让我
满意，正当我打算收场时，一位孩子说：“还剪出了这一大
片春光。”语出惊人，使我一愣，心中盘算该如何评价这样
的答案，如果按照常理思考：“春光”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
西如何能用“剪”呢？但多年的教学实践又提醒我：“要小
心对待学生萌芽中的创新思维”。

也许是受到了我的鼓舞和这个富有创意孩子的启发，接下来
一个个孩子的发言则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带给了我更
大的震动：“剪出了花的香味”“剪出了宛转的鸟语”“剪
出了草地上我们嬉戏的姿态”“剪出了春光中孩子们的一张
张笑脸。”“剪出了风中悠扬的歌声”最后一位同学俨然在
做着精辟的总结“剪出了空气中快乐的气息”。

回到办公室，望着窗外美好的春光，我又在回味学生刚才的
话语，发现这竟带给了我那么多享受的画面。我明白了：有
时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给孩子强加成人的思想，儿童的世
界是可以尊重的。我又很庆幸：就是因为自己的顺势而导，
才使诗意喷薄，精彩流淌。

我想教案反思篇三

正如课文所写：夜晚的北京是灯的海洋，光的世界，课文用
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绚丽多姿的夜景，但课文里的很多词语、
景色学生很少接触，如何让学生真正走进北京，我的做法是



从以几个方面如手。

1、情感。如果说以往的教学注重的是语文知识，语文技能，
那么新世纪的语文教学追求的是情感。在语文课堂里，孩子
对待语文学习，不应是被动的学，旁观者似的学，应该让孩
子感到语文学习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
一次情感经历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让孩子在语文的情感世
界里真正走一趟，用情感驱动语文知识。这是学好语文的前
提。因此，我在开头设计了观看北京夜景的课件图片，配上
自己充满激情的诵读课文，用饱满的真挚的情感唤起学生的
热情、激情。虽是第一次读课文，有的学生竟然情不自禁跟
着我也读起来。看完课件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感受，自然而然
地引出课题“北京亮起来”，在以下的环节中，我始终抓住
情感这一主线，让学生产生对北京夜景的喜爱，让他们满怀
豪情，发自内心的赞美。一句话，让语文焕发生命活力。

2、交际。交际是新世纪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本领。语文的性质
之一就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可见交际性要处处体现在语
文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个渠道之中，不一定只是在交
际课中。所以这堂课里首先做到教师和学生语言的融合，教
师的语言是谈话式的，不是问答式的，不是生硬的，是亲切
的师生无拘无束，平等的对话。其次创设各种情境进行交际
（如争当小导游），把以往的语言，本课学习的语言，加以
运用和创造，这正是语文学习的.重点。

3、感悟。“悟”从左边看是思考的我，从右边看是我的思考。
感悟的过程正是理解和发现的过程。教师要适当的搀扶和点
化，让孩子“感”一定有个过程，“悟”一定有个过程。因
此感悟不是告诉，而是激励、唤醒、刺激、探究、体验。首
先从整体上感悟，没有把课文肢解，逐段的分析讲解，而是
以导游的形式走进去，走出来。其次是联系生活实际感悟，
如：“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灯”，让学生
说说在义乌的什么地方看到过，然后用“犹如”想象说话，
感悟各式各样的灯汇集成海洋，让北京璀璨夺目。在教



学“王府井”这一段时，结合义乌小商品城的变化来感
悟“王府井”的焕然一新。……也许给孩子感悟，孩子就能
在语文学习找到一片晴空！

我想教案反思篇四

当我和学生们一起学完这篇课文，在要结束课文时，我说道：
“学了这篇课文，此时此刻你想说什么？”几只小手高高的
举起。我点了许家诚，他说：“我想说一个词，那就是‘创
造’”。听了他的发言，我为之一震，立刻伸出大母指夸奖
道：“说得好！你真是太棒了！”在他的'启发和我的夸奖下，
小手举得更多了，更高了，有的说“智慧”，有的说“观
察”，有的说“动手动脑”，还有的说“勤思勤问”，这时
谢培又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说句话，‘观察才能有创
造！’”

我想教案反思篇五

本节课通过赏美食、说美食、吃美食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培养民
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
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2.学生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老师的帮助，及与同学的协
作、交流，同时利用学生已知信息为基础，通过意义的建构
而获取认识，符合教学规律。

1.识字课，识记字形没有贯穿与课堂当中。

2.写字时间不够10分钟。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实际需要、实际能力出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自己，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新课



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学习、高效率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