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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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篇一

识字二中的《日月明》主要是让学生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点，
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喜爱，并掌握一些识记汉字的方法。

备课时，我考虑到本课课文没有情节，不知学生会不会感到
枯燥？虽然课文短小、琅琅上口，但是学生会不会掌握后就
对他不感兴趣了？要怎样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对课文感兴趣，
并能主动地学习，更能以课文为“砖”，抛砖引玉，激发学
生喜欢识字，在课外更主动地学习汉字。

于是我设计了教学过程：

这节课上得很轻松，我基本上是在做一个“旁观者”，只是
时不时给学生们点拨一下。课堂主要交给了学习的主人——
学生们，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轻松愉快、自主探
知。

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篇二

识字二第四课《日月明》主要是让学生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
点，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喜爱，并掌握一些识记汉字的方
法。

备课时，我考虑到本课课文没有情节，不知学生会不会感到
枯燥？虽然课文短小、琅琅上口，但是学生会不会掌握后就
对他不感兴趣了？要怎样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对课文感兴趣，



并能主动地学习，更能以课文为“砖”，抛砖引玉，激发学
生喜欢识字，在课外更主动地学习汉字。

于是我设计了教学过程：

这节课上得很轻松，我基本上是在做一个“旁观者”，只是
时不时给学生们点拨一下。课堂主要交给了学习的主人——
学生们，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轻松愉快、自主探
知。

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篇三

1、运用了多样的识字方法。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题。课堂
上，把学生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独立、合作探讨学习
方式，并通过一些“小老师领读、闯关游戏、借助图片猜
字”等提高孩子的兴趣，形成人人都想要参加的局面。

2、结合识字和课文。本课的主要重点就是识字，但生字和文
章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把生字和文章结合起来，让学生
自己把儿歌引导出来，最后用多种形式反复诵读，学生便能
够在轻松的环境下读得顺、记得牢。

1、卡片的利用不够充分，孩子初步认识时拼的不太好，可是
在学完这课后，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让孩子们再重复拼一拼，
效果会更好，整个课堂也会更完整一些。

2、在课堂的结尾有拓展的内容可以让孩子把这些内容再加到
课文中，或让孩子自己发现字形的变化，孩子的兴趣会更高。

以后会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也会不断地探索，争取上出一堂
更完美的课。



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篇四

本篇韵文节奏明快，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学生易于
朗读记忆。在实际教学中，可以采用以读促悟的方式，在学
生理解会意字的造字规律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识字，
理解字义，同时通过形象化的图片感知会意字，领略汉字的
趣味性。

1．在本课教学中，由于本文节奏鲜明，读起来朗朗上口，所
以突出了以读促悟的.教学策略，通过教师范读、学生跟读、
同桌互读、小组读、男女生竞赛读等形式，让学生通过不同
形式的读，达到感悟韵文内容，感知会意字特点的效果。

2．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教学手段，从学生的思维特点出发，
以形象直观的图片辅助教学，利用简单、易懂的图片帮助学
生理解会意字的构字特点，使学生在读文的基础上对会意字
的认识更清晰化、具体化，更有效地落实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3．指导写字时，能够充分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突出学
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认真观察每
个汉字书写的规律及间架结构，引导学生发现汉字的形体美，
进而培养其独立书写汉字的能力。

日月明教学反思优点篇五

1.运用了多样的识字方法。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题。课堂
上，把学生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独立、合作探讨学习
方式，并通过一些“小老师领读、闯关游戏、借助图片猜
字”等提高孩子的兴趣，形成人人都想要参加的局面。

2. 结合识字和课文。本课的主要重点就是识字，但生字和文
章又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把生字和文章结合起来，让学生
自己把儿歌引导出来，最后用多种形式反复诵读，学生便能
够在轻松的环境下读得顺、记得牢。



二、不足的地方

1.卡片的利用不够充分，孩子初步认识时拼的不太好，可是
在学完这课后，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让孩子们再重复拼一拼，
效果会更好，整个课堂也会更完整一些。

2.在课堂的结尾有拓展的内容可以让孩子把这些内容再加到
课文中，或让孩子自己发现字形的变化，孩子的兴趣会更高。

三、改进的措施

以后会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也会不断地探索，争取上出一堂
更完美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