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
和改进措施(精选8篇)

范本有助于我们拓宽写作的思路和语言表达的技巧，从而提
升我们的写作水平。学习范文范本需要有耐心和毅力，不能
急于求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选的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
提供一些写作指导。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一

在教材中安排了意境优美的情景图，例如《gkh》这一课，在
三个声母gkh旁配了一幅图，图上一只和平鸽衔着弯曲的橄榄
枝飞来，湖里有蝌蚪和水草，湖边有两个小朋友坐在靠背椅
上喝饮料。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说说
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观察得细致，发言也非常积极。在学
生发言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指导学生读准“鸽子、蝌蚪、
喝水”的读音，为揭示字母打好基础。

同时，还要求学生对所描述的事物尽量做到全面具体，如一
位同学说：“我看到天上有一只鸽子。”我就引导他：“能
说出什么样的天空，什么样的鸽子吗?”这个孩子略微思索了
以下，就流利地说出：“蓝蓝的天空中飞着一只洁白的鸽子。
”我继续提问：“谁能再补充?”马上就有学生回答：“鸽子
的嘴里还衔着一枝树枝。”我给学生介绍：“那是橄榄枝，
代表和平。谁能完整地说出鸽子这一部分的图意?”回答的学
生将刚才同学的发言综合起来，就成了完整的一段话。书中
的插图给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口语训练资料，充分地利
用这些资料，能让每个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二

我们班的部分小朋友在学习拼音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但往



往不够规范，所以我在教学声母gkh时，开篇的重点还是在学
生学习兴趣的引导上，从复习到教授新课环节的衔接上我出
示的是一幅课文插图，让喜欢也善于观察的孩子通过观察图
片来得出相关信息，接着根据孩子从图画上得到的信息给孩
子讲一个小故事，既引起孩子的兴趣，同时也给孩子创设一
个学习的情境。在这样的氛围中，让学生情绪高涨，思路开
阔，思维敏捷，从而增强课堂学习效果。

在随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主要是按照读准音、认清形、会规范
书写以及学习两拼音的拼读四个过程去展开的，中间穿插了
让学生自主观察找发现、学编顺口溜助记忆、金手指帮书写
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种读等环节，孩子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始终都怀揣着一颗求知的心紧紧跟随着老师的步伐，一个又
一个知识点的慢慢学习。尤其是很多小朋友思维非常的灵活，
不仅在老师教授的基础上能产生类似的学习行为，更能偶尔
迸发出一两个精彩的小点子，使得整个40分钟学习的过程轻
松又愉悦。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关于课堂纪律问题，班级里
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捣蛋会开小差，做小动作。还有两个小朋
友在发“gkh”这三个声母时总是说不到位，课后我和同事交流
时才知道，有部分小朋友的声带发育较晚，这三个音会不容
易发，等以后会好。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三

由于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拼音教学只有激发起学生的积
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有了亲身的情感操作体验，
他们才会主动、轻松、准确地掌握所学知识。

新课程要求着语文教学要彻底走出“课堂中心、书本中心、
教师中心”的封闭性，充分拓展空间，增强活力。传统的语
文教学囿于学科本位，淡薄了学生的能动性与生长潜力，学
生的自我意识常常处于抑制状态，课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



的暂时终结。其实，孩子是金子，本就闪烁着光芒。我们如
果能把个体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他们，充分开掘他们自身
的智慧，势必会使有限的课堂时空得以扩张。

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预设的教学计划同课堂的'真实情境间
存在着某种偏轨。教学实境并未如我所料地进行，于是，我
干脆抛弃了原先预设的方案，而是基于课堂学生发现的的问
题，学生编的顺口溜，以此为生长点，师生之间的对话、生
生之间的对话，不断的调适，将课堂囿于积极活跃的状态。
凭借学生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了解学生对文本
教材碰撞的自我解读，充分挖掘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如：学
生编的顺口溜，像把椅子，hhh.我爱喝水，hhh。两句顺口溜自
然而现，()既记住了h字的形，也读准了h字的读音。“为学
习而设计教学”，重构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学生的情感撞击，
智慧催放，视界敞亮。.

三拼音节是本课初学，也是本课学习的难点，学生势必会有
一定的挫折感。三拼音的教学我由醒目的图画，连上音节入
手，以gua为重点，引出三拼音拼读的方法，再逐个学习剩余
的三拼音节，效果不错。

在教学时，我认为，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利用醒目的图画、
有趣的故事、多样的活动、好玩的游戏，是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较好途径。圆的面积
教学反思赵州桥教学反思伯牙绝弦教学反思。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四

刚入学的小学生最先接触到的语文课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在
汉语拼音的教学中，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读准声母、韵母、
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
韵母和音节。这些要求，体现出汉语拼音工具性的要求，让
学生能熟练地掌握这门工具，以便今后能运用这门工具去识



字、写字及阅读。但语文教学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
教学中，要体现语文课的语文味，让刚入学的小学生能从开
始的语文课学习中接触到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优美，激发学
生爱语文，学语文的积极性。为此，我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
几个方面：

在教材中安排了意境优美的情景图，例如《gkh》这一课，在
三个声母gkh旁配了一幅图，图上一只和平鸽衔着弯曲的橄榄
枝飞来，湖里有蝌蚪和水草，湖边有两个小朋友坐在靠背椅
上喝饮料。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说说
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观察得细致，发言也非常积极。在学
生发言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指导学生读准“鸽子、蝌蚪、
喝水”的读音，为揭示字母打好基础。同时，还要求学生对
所描述的事物尽量做到全面具体，如一位同学说：“我看到
天上有一只鸽子。”我就引导他：“能说出什么样的天空，
什么样的鸽子吗？”这个孩子略微思索了以下，就流利地说
出：“蓝蓝的天空中飞着一只洁白的鸽子。”我继续提
问：“谁能再补充？”马上就有学生回答：“鸽子的嘴里还
衔着一枝树枝。”我给学生介绍：“那是橄榄枝，代表和平。
谁能完整地说出鸽子这一部分的图意？”回答的学生将刚才
同学的发言综合起来，就成了完整的一段话。书中的插图给
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口语训练资料，充分地利用这些资
料，能让每个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

在拼音教学中，涉及了许多活动，有学习儿歌，有利用周围
的东西摆拼音字母，有拼读音节，看图讲故事。在学习拼音
的几周中，课中操时间我经常给学生讲故事，要求学生老师
讲时认真听，故事讲完后，还出几个小问题让学生回答，并
要求他们拼出问题答案中一些相关的拼音，还告诉学生，拼
音学完，我们就可以自己看带拼音的读物了，激发学生学好
拼音的积极性。有一次我讲了一个《蜘蛛和蚂蚁》的故事，
这节课正好教学《zhchshr》这一课，在说出故事题目之后，我
先让学生试着把题目拼出来，又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答案，



将其中涉及到的学过的音节出示在黑板上，巩固了所学的知
识。学生觉得自己学到的拼音知识特别有用。在拼音教学进
行完后，我又进行了一次《拼音大王》的评选活动，在活动
中，学生先将自己认识的新朋友的姓名拼出来，又将自己带
的包装袋上认识的字拼出来，最后又拼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小学、一年级一班”这些
字词，使学生将学习拼音与自己的身边事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体会到了汉字的趣味性。

汉语拼音的教学是语文听说读写的.基础，要让每个学生在此
过程中体会到学语文的乐趣，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让
语文课的各个环节都能体现出语文味。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五

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拼音教学只有激发起学生的积
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有了亲身的情感操作体验，
他们才会主动、轻松、准确地掌握所学知识。所以在本课的
教学预设中，我充分使用情境图、语境歌、游戏活动， 发展
学生的自然语言。我利用插图表音、表形的特点，启发学生
掌握字母。同时，以儿歌或游戏教学拼音，也不失为一种有
趣而生动的好方法。这些富于变化的形式，给学生营造出一
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能够情
绪高涨，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进而能够增强课堂学习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几个环节：一，复习旧知，二，情境
导入，引出新课。三，认识gkh的形，学习发音；四，学习书
写g，k，h，给gkh找朋友，摘苹果练读音节。五，读儿歌。我
希望通过这几个环节让孩子们掌握三个声母并读准音，记清
形，正确书写。能读准g，k，h与单韵母相拼的音节。

课后，学校领导还有组内老师都对我的课堂进行了细致的点
评，给予我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觉得自己还需要从以下方



面来完善自己，完善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
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由于低年级儿童的年
龄性格特点：活泼好动，注意力易分散，往往出现教师讲得"
声嘶力竭"，学生却玩乐此不疲，适当的口头评价语言，不仅
能使课堂气氛活跃，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轻
松活泼、充满笑声的课堂气氛中学到知识，受到教育。抓住
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肯定，让他们感受成功的喜
悦，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语文课
上更应该让鼓励贯穿课堂，让孩子沐浴在鼓励的阳光下。如
我让学生进行小组比赛。学生就显得异常激动，非常渴望得
到教师的赞赏，脸上幸福快乐的光芒就情不自禁的显露出来。

一个班54个孩子确实很多，很多时候都不能一一顾到，但是
我深刻的意识到，如果跟着来的永远都是那么一些人，那其
实这个班是不完整的，久而久之另外那些孩子就不可能跟得
上进度了，所以一定要多加强群体的练习，不要总是停留在
个体练习上。形式可以多样一些，如朗读时，分组，分男女，
总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的孩子跟着来。

一个环节不要停留太长时间，紧凑的课堂才是让孩子们注意
力集中的秘诀，所以在今后的备课中一定要把所有的小环节
都紧凑的连接上，不能浪费每一分钟。

最后在这里我想感谢敬爱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正是因为
你们的鼓励和悉心点评，我才能很好的适应一年级这个忙碌
的大家庭，我相信，下次的常规课我会做的更好，我也相信，
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将更快成长。情绪能够高涨，思路开阔，
思维敏捷，从而增强了课堂学习效果。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六

本节课是这一课的第一课时。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够掌握三个



声母的正确发音和书写规则。

重难点是：正确认读声母g、k、h，读准音，认清形，能正确书
写。还有相关的两拼音节的拼读。

（一）教学流程

围绕以上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以及学生的学情，我从以
下五个方面设计本课的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复习导入。用“开火车”的小组竞赛形式复习和
检测学过的音节。

借助“情境图”练习说话，并找出声母。

通过编儿歌，记住字形。教学发音

通过描红练习，帮助学生学会书写g、k、h。

游戏巩固。

（二）环节设计意图

1.寓教于乐、趣味学习

《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实施建议”指出：“汉语拼音教学
应尽可能有趣味性，宜以活动和游戏为主。”根据这一要求
和一年级小朋友活泼好动，易于接受直观、生动事物的特点。
在教学中，我努力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将抽象、枯燥
的汉语拼音同有趣的游戏、小组竞赛等结合起来，把学生带
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拼音乐园中去学习。如，在课堂上让
学生开火车接读音节，用“小组竞赛”的形式让学生，还有
通过一些小游戏让学生在学中玩，玩中学，寓教于乐，是拼
音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充满吸引力。



2.学生主体，先扶后放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所以在教学中，
我们应尊重学生，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我们力求做到：要扶的扶，能放的
放。采用“先扶后放”逐步放手的方法，鼓励学生运用已有
知识去自主探究新知识。如，在教读g、k、h与单韵母拼读的
时候，我先强调声母的发音特点和发音方法，让学生自己大
胆尝试，对不足之处再加以引导。当学生基本掌握发音方法
后，我通过“当当小老师”的形式鼓励学生来领读，这不仅
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挥，让他们的自信得到飞扬，而且他们
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更加激起了他们主动学习的愿望。
最后在领读，强化记忆，加深印象！

3.联系生活，学会应用

儿童学习汉语拼音，是一个从言语实践中来，又回到言语实
践中去的过程。在教学中，我努力地为学生创设一种语言环
境，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情景中学习音节，如：在出示情景
图时，让孩子们运用一定的观察方法练习说话，并运用一些
方位词，把画面说清楚。通过调动多种感官，再现脑中已有
的知识经验，将所学新知识与已有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在学
生的头脑中建立起一座抽象汉语拼音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
桥梁。这样他们才会学得更主动、更快乐、更有信心。

4.注重知识衔接，新授课与复习旧知相联系。

教学的第一部分是游戏导入，对之前所学知识的复习检测。
目的是对所学内容进行复习。在复习的过程中，出示情境图
导入新课，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最后的两次游戏设计，第
一次着重练习新授课的两拼音节的学习和拼读，让学生运用
学过的知识，自己练习并掌握拼读方法和技巧。最后的游戏
不仅对当堂所学的知识和内容有了一个检测，也有对旧知识
的复习。



5.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树立小组合作意识。

教师在教学内容中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如，
教师引导学生用编儿歌、运用学过的知识大胆的发声。让学
生练习按照一定的顺序看图说话，及同桌之间相互合作的意
识。都鼓励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意识和方法，同时，也让学
生明白，同桌合作也是学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不仅能
帮助自己学习知识，同时也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学习的快乐。
满足了孩子的学习欲望。

6.指导书写层次清楚，有助于学生识记。

三个字母中“k”的字形比较难掌握，所以教师重点指导书
写“k”。让学生观察三个声母在四线格里的占格，并且结合自
己的观察思考，说出书写时应该注意的地方。在学生叙述的
基础上，老师再反复强调左斜右斜的书写规律。另两个字母
的.笔画较简单，让小朋友观察，叙述书写方法，学习写法。
再由教师示范板书，学生书空。在掌握了字母的书写方法后，
写完之后，请同学上来板演，其他同学进行评价，出现问题
后强调，订正，然后再改。加深印象。

这堂课上，我虽然注意了课堂的趣味性，但在实际教学内容
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1、对学生的关注停留在回答问题的表面上，而没有真正深入
关注学生的内在心理需求。在游戏巩固的环节中，“带小鸭
子回家”是对本堂课所学的三个声母的音节的练习，这一环
节后紧接着便是新旧知识的碰撞，没有兼顾到学习能力较弱
的孩子对新授课两拼音节的掌握，所以导致后续的“小鸭上
楼梯”的游戏进行的不够流畅。

2、复习导入的开火车和带小鸭子回家的开火车设计的音节较
少，有一部分想要参与的孩子没有参与进来，最后的小鸭上
楼梯设计的有比较多。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七

由于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拼音教学只有激发起学生的积
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有了亲身的情感操作体验，
他们才会主动、轻松、准确地掌握所学知识。

新课程要求着语文教学要彻底走出“课堂中心、书本中心、
教师中心”的封闭性，充分拓展空间，增强活力。传统的语
文教学囿于学科本位，淡薄了学生的能动性与生长潜力，学
生的自我意识常常处于抑制状态，课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
的暂时终结。其实，孩子是金子，本就闪烁着光芒。我们如
果能把个体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他们，充分开掘他们自身
的智慧，势必会使有限的课堂时空得以扩张。

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预设的教学计划同课堂的真实情境间
存在着某种偏轨。教学实境并未如我所料地进行，于是，我
干脆抛弃了原先预设的方案，而是基于课堂学生发现的的问
题，学生编的顺口溜，以此为生长点，师生之间的对话、生
生之间的对话，不断的调适，将课堂囿于积极活跃的状态。
凭借学生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了解学生对文本
教材碰撞的自我解读，充分挖掘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如：学
生编的顺口溜，像把椅子，hhh，我爱喝水，hhh。两句顺口溜自
然而现，既记住了h字的形，也读准了h字的读音。“为学习
而设计教学”，重构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学生的情感撞击，
智慧催放，视界敞亮。

三拼音节是本课初学，也是本课学习的难点，学生势必会有
一定的挫折感。三拼音的教学我由醒目的图画，连上音节入
手，以gua为重点，引出三拼音拼读的方法，再逐个学习剩余
的三拼音节，效果不错。

在教学时，我认为，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利用醒目的图画、
有趣的故事、多样的活动、好玩的游戏，是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较好途径。

gkh教学反思成功之处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八

刚入学的小学生最先接触到的语文课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在
汉语拼音的.教学中，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读准声母、韵母、
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
韵母和音节。这些要求，体现出汉语拼音工具性的要求，让
学生能熟练地掌握这门工具，以便今后能运用这门工具去识
字、写字及阅读。但语文教学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在
教学中，要体现语文课的语文味，让刚入学的小学生能从开
始的语文课学习中接触到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优美，激发学
生爱语文，学语文的积极性。为此，我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
几个方面：

在教材中安排了意境优美的情景图，例如《g k h》这一课，在
三个声母g k h 旁配了一幅图，图上一只和平鸽衔着弯曲的橄
榄枝飞来，湖里有蝌蚪和水草，湖边有两个小朋友坐在靠背
椅上喝饮料。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说
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学生观察得细致，发言也非常积极。在
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指导学生读准“鸽子、蝌蚪、
喝水”的读音，为揭示字母打好基础。同时，还要求学生对
所描述的事物尽量做到全面具体，如一位同学说：“我看到
天上有一只鸽子。”我就引导他：“能说出什么样的天空，
什么样的鸽子吗?”这个孩子略微思索了以下，就流利地说出：
“蓝蓝的天空中飞着一只洁白的鸽子。”我继续提问：“谁
能再补充?”马上就有学生回答：“鸽子的嘴里还衔着一枝树
枝。”我给学生介绍：“那是橄榄枝，代表和平。谁能完整
地说出鸽子这一部分的图意?”回答的学生将刚才同学的发言
综合起来，就成了完整的一段话。书中的插图给我们的教学
提供了丰富的口语训练资料，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料，能让每
个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



在拼音教学中，涉及了许多活动，有学习儿歌，有利用周围
的东西摆拼音字母，有拼读音节，看图讲故事。在学习拼音
的几周中，课中操时间我经常给学生讲故事，要求学生老师
讲时认真听，故事讲完后，还出几个小问题让学生回答，并
要求他们拼出问题答案中一些相关的拼音，还告诉学生，拼
音学完，我们就可以自己看带拼音的读物了，激发学生学好
拼音的积极性。有一次我讲了一个《蜘蛛和蚂蚁》的故事，
这节课正好教学《zh ch sh r》这一课，在说出故事题目之后，
我先让学生试着把题目拼出来，又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答案，
将其中涉及到的学过的音节出示在黑板上，巩固了所学的知
识。学生觉得自己学到的拼音知识特别有用。在拼音教学进
行完后，我又进行了一次《拼音大王》的评选活动，在活动
中，学生先将自己认识的新朋友的姓名拼出来，又将自己带
的包装袋上认识的字拼出来，最后又拼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小学、一年级一班”这些
字词，使学生将学习拼音与自己的身边事物有机地结合起来，
体会到了汉字的趣味性。

汉语拼音的教学是语文听说读写的基础，要让每个学生在此
过程中体会到学语文的乐趣，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让
语文课的各个环节都能体现出语文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