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优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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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麋鹿》一课，很适合孩子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充分地检
查完孩子的预习情况后，让孩子自学课文，了解文章是从哪
几方面来写的。然后交流总结，明白文章写了麋鹿的外形特
点、生活习性和传奇经历。接着，重点学习麋鹿的外形特点
和生活习性。

这一部分的学习也充分发挥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
课文，画出文中描写麋鹿外形特点的语句，感受它的特点。
之后集体交流，了解麋鹿角、尾、蹄、毛色的特点，以及各
部分的作用。难道课文的重点只是这些吗?很显然,文本想表
达的还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应该激发孩子情感深处的涟漪,拨
动孩子心灵的`琴弦。

一堂课学生收获的大小，取决于其语言表达活动的有效性和
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如果能够提高语文训练意识，自觉地平
衡阅读训练和表达训练的时间，就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行之
有效的表达训练效果。

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课一开始，我创设了这样的情景：在大丰自然保护区，我们
认识了一种漂亮的野生动物，它是谁呀？（欣赏麋鹿的图片）



这一环节的设计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让学生置身
于充满想象的情景之中，尽情享受成功的愉悦。为下文认识
麋鹿并深入学习和探索麋鹿的'故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我首先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学习麋鹿的外形特
点和生活习性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学习也充分发挥孩子的
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课文，画出文中描写麋鹿外形特点
的语句，感受它的特点。然后集体交流，了解麋鹿角、尾、
蹄、毛色的特点，以及各部分的作用。孩子画得很准，特别
是各部分的特点，词语抓得准确，不过交流时学生不能充分
说明文字背后的意思。这直接影响了课堂实效性。

在设计角色扮演这一环节中近学生与课文中的内容，让学生
更深刻的体会文本的内容，进一步的得到思想情感体验。但
是我却忽视了对学生及时性的评价，没有使学生在自己“解
说”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怎样灵活地捕捉学生的发言进
行创造性的引领呢？这其实成了我教学中最大的绊脚石，自
己很难在此能做很大的突破，今后教学应该试着去改变，将
自己的教学往更高的层次上去推一推。

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先说教学流程的落实情况：三个环节的读——朗读、轻声读、
默读只有第一环节落实较好，第三环节粗浅，第二环节由于
课上时间把握不当直接删掉了。

再说课堂效果：主要解决了读准确的问题，特别是多音字怎
么读，弄清了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写麋鹿的。至于学会生字、
推想词语意思没有落实，其实也没有给学生推想的时间。

针对本节课的教学，我从教师自身和学生情况两方面作了如
下分析：

1、个人：把握不准年段目标，弄不清本学段应重点处理的内



容，所以出现了课前设计时的纠结;导入设计没有找准学生的
最近思维点，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时间观念不强，各
环节都有拖延时间的现象，导致教学流程不能落实。

2、学生：预习工作不够扎实，还有好多同学连基本的生字读
音都没有标注;行为习惯较差，听不清老师的要求，比如对子
合作要求切磋长句子的朗读，学生基本是合读全篇，浪费时
间;缺乏主动学习的欲望，部分学生没有预习课文，即使预习
的只是照办了《教材全解》的词语解释而没有实实在在地想
一想我会什么，不会什么。

一节课的失败并不是偶然，是长期以来学习方式和习惯养成
累积的结果。所以，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

1、找准方向：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紧紧把握年段学
习目标，围绕年段学习目标展开重点训练。

2、狠抓习惯：a、预习提出具体要求：用发散思维学习生字，
推想生词的意思，标号段落序号，长句子划停顿，提出几个
问题;b、注重倾听习惯和随文批注、随时批注习惯的养成。

3、能力培养：坚持《日积月累新评价》，从识字写字、背诵
古诗词、课外阅读、摘抄积累、日记展示等几个方面抓起，
全方位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有人羡慕六(1)的学生能力高，素质好，其实人们只惊异于花
朵绽开的美艳却很少有人关注花朵成长的艰辛，作为六(1)班
语文老师——刘老师的朋友我知道这两年来她是如何用心用
情去培养孩子们发展的，我和六(2)班的孩子虽然只有一年的
共处时间，但这一年我能做的也还有很多很多，正如我们的
石校长倡导老师们称“后进生”为“待优生”一样，我们这个
“待优班”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努力吧!



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学完《麋鹿》，我组织学生观看了电视记录片《麋鹿》，我
特别让学生留意解说员的语言。告诉他们看完后也让你做一
回讲解员。或许是电视太好看了，节目结束后学生有些意犹
未尽；或许是解说员的语言太优美了，学生有些“望而生
畏”，教室里的气氛并不热闹；怎么办？就让这个环节草草
收场？我有些懊恼了，忽然脑海灵光一闪，换一种方式试一
试？让这个活动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与心灵！或许讲解员离他
们的生活太遥远了。于是我又补充道：“如果你愿意把自己
当作麋鹿来介绍，用麋鹿的口吻来介绍你的长相、生活习性
和生活环境以及你们家族的传奇经历，一定会更有意思！”
话音刚落，我果然看见了孩子们的眼中闪现了亮光，笑容再
次绽放，教室里小手如雨后春笋般窜了出来！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我曾经可是姜子牙的坐骑，你们的
老祖宗们称呼我：‘四不像”，知道为什么吗？”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现在在我们美丽的家园——大丰自
然保护区，这里非常适合我们生活，因为这里。”

祖父的园子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实践出真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对于学生的
学习，我觉得也是这样。让学生真正成为活动的主动者，才
能让学生真正的感受自己是学习的主人。特别是在图形的教
学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注重操作，注重实践，可以让
教学达到最高效。在教学圆锥的体积时，我感悟特深刻。

以前教学圆锥的体积后，学生在实际运用公式时容易出错误
的地方还是和往届一样，圆锥的体积=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
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在计算的时候经常出现遗漏。

怎样让学生自己探究出圆锥的体积公式，并且时时记住那个



容易被人遗忘的三分之一呢?我这次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
生，让每个学生都经历“提出猜测--设计实验--动手操作--
得出公式”的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我让学生拿出自己的学
具——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走出课堂，深入实践，到操
场上去装沙子，到水池边去装水，看几个圆锥的体积才能把
圆柱装满。在我适当的引导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设想自由
探究等底等高的圆锥体和圆柱体体积之间的关系，圆锥体体
积的计算方法。让每个学生都经历一次探究学习的过程。教
学中我感到学生真正地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我没有牵着学生
走，只是为他们创设了一个猜想圆锥体积方法的情境，让学
生在猜测中找到验证的方法，并且通过动手操作验证自己的
猜测。最后得出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激发了他们主动探究
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