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 儿
童诗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篇一

１、本文是略读课文，所以要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独立的读书，
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读出感情。要充分注意到课文的体
裁特点，读诗要边读边想象，要重视形象感悟、整体把握。

２、在学生读通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尽量在学生交流中拓展学生的思路，可以就语言进行交流，
可以就感受到的童年生活的快乐进行交流。教师相机指导，如
“读《我想》，你觉得作者的想法美在哪？”“读《童年的
水墨画》这首诗，你看到了怎样的画面？这个画面给你怎样
的感觉？”等，结合学生的感悟，引导学生充分地朗读课文，
读出感情，读出自己的感悟。

对《我想》一诗的朗读，要读出幻想的`意味，边读边想象，
才能入境；对《童年的水墨画》一诗，要读出诗的意境。朗
读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评读，互相取长补短。

３、要重视语言的积累。对于这样语言清新、意境优美的儿
童诗，可鼓励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把自己喜欢的内容背诵
下来；还可以结合《我想》，让学生模仿写出自己美妙的想
象。

４、如果学生对儿童诗感兴趣，可以举办儿童诗朗诵会、办



儿童诗主题手抄报，也可以向学生推荐几首儿童诗，拓展阅
读，以丰富他们的语言积累，激发读写儿童诗的兴趣。

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篇二

我想把耳朵

安在世界的最高处

聆听世界的旋律

分享大地的歌唱

这是我们班平时学习不太好的一位男生写的，还有好多我会
一一收集起来。

这时我及时的鼓励孩子们：“看来我们班的这些孩子们将来
都是大诗人，”孩子们脸上露出了成功的微笑。

毕竟是孩子们只要敢于写，大胆写，相信他们就是最棒的。
在整堂课中，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感到好满足，因
为孩子们都深入其中，认真感受诗歌的美妙，他们学会了读，
学会了聆听，也学会了只要大胆写，就会有诗样的童年。

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篇三

本课由《我想》和《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第一首诗
充满了儿童神奇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一个孩子一连串美妙的
幻想，具有非常浓郁的儿童诗特点。而第二首诗则摄取了童
年生活的三组画面，生动表现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快乐。教
学这课时，本课知识点为：

1、借助拼音或工具书读准本课出现的生字“丫”“汲”，掌
握词语“花苞、柔软、柳絮、喧闹、梳妆、虎牙、水墨画”



等词语。

2、通过有感情地朗诵，想象，感受儿童丰富想象力，尝试着
写写儿童诗。

如何把握儿童诗的特点，达到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学生
创新水平的目的呢？结合近日对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九课《儿
童诗两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教学，笔者认
为，创造生动的情境，引导孩子用心灵去感受诗中情感，在
诗情与童心的融汇交流中产生共鸣，进而有所感、有所悟、
有所思，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个性篇章。

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篇四

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第
一首诗充满了儿童神奇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一个孩子一连串
美妙的幻想，具有十分浓郁的儿童诗特点。而第二首诗则摄
取了童年生活的三组画面，生动表现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欢
乐。这节课的重点是经过有感情地朗诵，想象，感受儿童丰
富想象力，尝试着写写儿童诗。

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诗、写诗，
必须学会赏诗、品诗。所以在《儿童诗两首》教学中，我摒
弃了原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研讨式的教学，经过创设情境
个读、同桌读、小组读、展示读、评析读等方式，鼓励学生
读出自我的独特感受，领悟诗歌的内在音律和和谐之美。最
终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比赛朗读自我喜欢的诗歌，大家进取准
备，在比赛朗读环节，每个小组各显其能，读出了自我的特
色！由于这是儿童诗，和孩子们的生活很贴近，所以读后，
让他们学着课文的写法，模仿写一小节，学生们都兴奋异常，
不长时间有的学生就已经写好，我在转着看的时候，感到很
高兴，有的写得很好，然后让学生起来说，就连平时最淘气
的吕子涵都举起了手，并且写的很有诗意，很有想象力，看
着他们高举的手，联想平日有些课堂的沉闷，看来，问题还



是出此刻教师如何有效地引导那里。仅有当孩子们喜欢时，
这样的课堂，才是最有成就感，最有效的课堂！

儿童康复中心教师申请培训的函篇五

（1）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
一首写出了儿童神奇的幻想，一首正如题目一样，如水墨画
般勾勒了三个典型的儿童生活的剪影。其中《我想》这首诗
极富韵律美，每一节的结构基本相同，读起来琅琅上口，用
词也非常讲究，如：安、接、装、种、悠、长、望、飞等，
这些表示动作的词的使用，既准确又形象。课堂上，我先让
学生自由读小诗，提问：你觉得作者的想法美在哪里？学生
纷纷说出了自己觉得最美的愿望，哪一个最令你神往？说出
最喜欢的画面。有的说“牵着万缕阳光”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让人感觉春天的阳光是那样地柔和，那样地舒服，晒在身上
暖洋洋的，与阳光共舞；有的说“长”看出春天万物生长，
草木葱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讲到蓝天是我的课堂的时
候，我让学生想象课堂上可能有些什么？学生联系诗歌，发
挥想象，与作者一道沉浸在一连串美妙的幻想中，他们说小
鸟是我的同桌，白云是我课桌，太阳是我的老师……诵读是
诗歌教学的主要方法，然后我让学生诵读，感受诗歌的韵律、
节奏，感受意境，并边读边想，诗人是怎样表达自己的美好
愿望的？这首诗在表达上有哪些值得我借鉴的地方？当学完
整首诗时，我给学生自由展示的空间，让有兴趣的同学也学
着模仿《我想》的写法创作一首儿童诗。

（2）《儿童诗两首》教学反思

《新课程标准》说：“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
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

在教学课文中的两首儿童诗时，就要求教师能将学生更富情



趣，对生活更加热爱，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品质有其独到之处。
诗歌教学课堂就是学生快乐的天地，更是一门陶冶人的艺术，
它能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走进自信的大门，领略美丽的
风景。根据学生特点，我采取想象、朗读、画图、表演等多
种形式，让学生步入自己理解的意境之中，从而体现阅读理
解的个性化。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学习过程完全是学生自己
理解语言，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聪明才
智。但能够用语言表达清楚、详细的学生相对较少，参与面
较窄。通过读诗、评诗、写诗，可以培养学生对生活的关注
和思考，提高他们对写作的兴趣，增强其驾驭语言文字的能
力。著名儿童作家金波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写诗是他们
自由天性的表现。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尝试创造，给
学生自由展示的空间。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特别是阅读那些文学性较高的叙事类、
抒情类文章，应该十分重视和引导孩子展开个性化的审美阅
读，通过反复诵读，启发他们在学文识字、感悟积累语言的
同时，设身处地与作品里的人物进行对话，展开心与心的交
流；启发他们寄情于作品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忘乎所
以……而不是“对号入座”式的解读作品，或机械地以所谓的
“直观”的图画、景物等来影响、干扰或替代孩子们自由自
在的“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