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 一分钟教学反思
(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节课我采取游戏导入。上课铃响起，在与学生问候以后，让
学生坐端正，不能发出丁点声音，接着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
感受，你觉得一分钟长吗？在一分钟内你能做什么事情？在
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的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感受
迁移到课文中元元的感受，自然地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中去。
抓住重点词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为朗读打下基础。在仔细
品读后，我决定抓住元元的两次叹息为朗读的亮点。但要读
好这两次叹息，联系上下文揣摩体会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前
提，也是基础。因此，教学中我以帮元元找回分钟为线索，
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汽车站的等待，步行到校
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想象元元当时的心
情，语言。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实到“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中的“刚”；“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
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的“眼看就”；“他等啊
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走到学校去。”中
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先朗读后体会，再带
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一幕时，结合插图，
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学生入情入境，体
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学生读两次叹息时，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结合实践，课外延伸。在学生找到元元
迟到1分钟的原因后，让学生改编课文《元元的明天》。由于
前面的阅读理解非常到位，所以在改编的课文中学生顺理成
章地点出了中心：“元元想：昨天迟到了，今天一定要珍惜



时间，一分钟也不能多睡。自由说话，你想对元元说什么？
我扮演成元元，这样我和学生反复扮演角色，学生在
教“我”珍惜时间的同时，自己在无形中懂得了如何珍惜时
间。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新课程倡导学生的学习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
为主，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及合作探究的学习精神。
在语文课堂中，我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意识。下面我以二年级《一分钟》
的教学来谈谈本节课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得与失。

1.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更清楚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把简单的内容让学生独立学习完成，
以此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把本节课的重点、难点让学生
合作学习来完成，从而让学生体会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在以
往的小组合作学习中，有很大一部分同学对合作学习的内容
并不明确，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了。这节课中我保证每一组
的同学都清楚了所学习的内容后在组织他们开始学习。因此，
每个小组的学习效率明显的提高了。

2.小组成员的分工更加明确

以往的小组合作学习时，总是那么几个同学再讨论、交流，
不说的同学从来不说，而且他们也不听别人在说什么，似乎
小组合作学习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本节课中，老师帮助各
小组明确了小组内每个成员的分工，比如：谁负责组织，谁
负责记录，谁负责汇报等，并要求每个同学必须参与到小组
的学习中来。这一以来，课堂气氛明显地活跃了很多，学习
的效率也明显提高了。

3.学生更加深刻感受到乐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本节课中，同学们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后，每个小组在汇报学
习结果时，每个小组都说出了自己小组的看法，并且汇报的`
同学表达的也非常清楚，老师相机表扬了每个小组的闪光点。
老师在小结时，把每个小组合理的观点总和起来，这样我们
的学习就更加全面了。同学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合作学习的
重要性。有的同学居然说出了：人多智慧广，众人拾柴火焰
高。

1.时间的分配不够合理

小组合作学习时，老师为了让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能说出自己
的想法，因此让小组成员尽情地讨论、交流，以至于小组合
作学习的时间过长。在以后的教学中，应明确合作学习的时
间，以提高孩子们学习的效率。

2.评价方式比较单一

对于小组合作学习，只有我对于每个小组做出了简单的评价，
而对每个小组的成员的评价不到位。最主要的是我忽略了学
生的自我评价及学生间的相互评价。

通过《一分钟》这节课中小组合作的学习，我看到了孩子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是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我还发现了小
组合作学习给了更多孩子展示的机会，可以帮助更多的同学
积极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来。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
继续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不断地总结学习中的得与失，
争取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使教学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一分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它讲述了小朋友元元多睡了一分钟，迟到二十分钟的故
事。通过这篇课文的的学习，使学生受到严格要求自己，珍
惜时间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学，



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正式上课以前，在与学生问候以后，让学生两手前平举，坚
持站好一分钟，再请同学们坐下，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一分钟长吗？在学生各抒己见之后，我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一分钟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在某种情况下，
要把握安排好一分钟也是很不容易的。今天课文中的元元，
他认为一分钟长吗？一起来学习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在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的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感
受迁移到课文中元元的感受，自然地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中去。

咋一看，朗读的点还真不少，哪一句都可以有滋有味地读上
一番。在仔细品读后，我决定抓住元元的两次叹息为朗读的
亮点。但要读好这两次叹息，联系上下文揣摩体会主人公的
心理活动是前提，也是基础。因此，教学中我以帮元元找回
分钟为线索，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汽车站的等
待，步行到校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想象
元元当时的心情，语言。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实
到“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中的“刚”；“他向停在车
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
的“眼看就”；“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
定走到学校去。”中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
先朗读后体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
一幕时，结合插图，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
学生入情入境，体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
学生读两次叹息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在学生找到元元迟到1分钟的原因后，让学生改编课文《元元
的明天》。由于前面的阅读理解非常到位，所以在改编的课
文中学生顺理成章地点出了中心：“元元想：昨天迟到了，
今天一定要珍惜时间，一分钟也不能多睡。”我趁机和学生
交流汇报一分钟能做些什么。孩子们只是二年级的学生，所
以课前我布置让爸爸妈妈测量与学生生活贴近的一分钟能跳



（ ）个绳，能踢（）个毽子，能写（ ）个字的文章等。()
这时，我又告诉孩子们，一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人们驾驶
着汽车一分钟可以行驶11公里，印刷厂的工人叔叔借助先进
的机器，一分钟可以印刷133张报纸，在北方农民伯伯能用收
割机一分钟完成一百平方的麦地收割，……学生的眼里放出
惊异的目光，我趁机反问：“现在，你们觉得时间重要了
吗？”“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志士写下了许多诗句谚语来警示
人们，把你们收集的关于时间的名人名言在小组里交流交流
吧。”在课堂的结尾，我把自己收集的几条，送给学生。

时间就是金钱――富兰克林（美）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萧绎（中）

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富兰克林（美）

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培根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最后一分钟》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者倾诉了7月1日香
港回归祖国怀抱最后一分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时刻的
思绪，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积蓄心中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香
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整首诗语言精练，富有
感染力，感情真挚强烈。作者把他那沸腾的热血与奔涌的豪
情都融入在诗句的每一个词句之中。

本单元训练的主题是“要用心感受字里行间饱含的民族精神
和爱国精神；还要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有关资料，学习整理资
料的方法，并在语文学习中加以运用。”因此，在这一课的
教学中，我力求渗透爱国精神，让学生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诗
歌感受作者的爱国情感。基于本课是一首诗歌，又是一篇要
求学生自学的文章，在教学本课时，我引导学生通过有感情
地朗读诗歌来感悟课文所表达的情感。首先，为了给学生一



个情感的基调，虽然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学生初读的基础
上，我给学生示范朗读，学生的情感基调立刻被调动起来，
学生都能够满怀深情地朗读诗歌，把心投放到诗歌中去感受，
去领悟。学生都能够感受到作者对香港的热爱，更感受到对
祖国美好前程的祝福。

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根据搜集的资料理解诗意，并且提出
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充分发挥小组同学的作用，引导学生
互相帮助理解诗意。教师在学生集体交流的时候，适时点拨，
并补充资料，增加学生对诗歌的理解。比如，补充有关香港
的历史、香港的回归、紫荆等资料，让学生深深地感受到香
港的回归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之时喷涌而出的爱
国热情，非常强烈。

不足之处，本文的学习，还是要力求让学生搜集资料增强对
文章的感悟，但是，学生在搜集资料方面不够重视，不够全
面，尤其是有些学生搜集资料只是搜集而已，没有对搜集的
资料进行整理，进行归纳，进行有选择地运用，今后，在这
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搜集资料的培养。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学生的感悟深浅，多数来源于自身的实践体验。只有让学生
亲自参与实践活动，才能在语文教学中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

八舌的发言中不难看出，孩子们的情感体验和感悟在自然而
然中不断得以深华，真像课标中说的那样：“透过多种教学
活动，帮忙学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才能构成用心的生活
态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活动促体验，活动促感悟”，这就是我在本课教学中得到
的初浅体会。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六

文章的写作很有特色，如当元元被红灯拦住了去路和眼巴巴
地看着公共汽车开走时，他都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
就好了。"但他在等车的时候，在赶到学校已经迟到的时候，
课文并没有把元元的语言呈现出来，而是留出了空白，留出
了给学生驰骋想象的空间。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
补白，学生可以模仿课文中的句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平时的积累进行创作。学生的回答往往很精彩，如"元元决
定走到学去，他一边走，一边说:'要是早一分钟就不用步行
去上学了!'";"元元非常后悔，想:要是早一分钟就不会迟
到20分钟了"。这时学生就自然而然地理解了课前提出的1=20。

然后再让学生统计一分钟能写几个字，能读几个字等活动，
明白1分钟的非凡作用;还可以找来类似的资料，让学生懂得"
分秒必争，年年如此，一生坚持"的道理。

一分钟反思教学反思篇七

《一分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它讲述了小朋友元元多睡了一分钟，迟到二十分钟的故
事。通过这篇课文的的学习，使学生受到严格要求自己，珍
惜时间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教学，
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正式上课以前，在与学生问候以后，让学生两手前平举，坚
持站好一分钟，再请同学们坐下，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一分钟长吗？在学生各抒己见之后，我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一分钟可以说很长，也可以说很短。在某种情况下，
要把握安排好一分钟也是很不容易的。今天课文中的元元，
他认为一分钟长吗？一起来学习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在游戏初步感知一分钟的长短后，巧妙的从同学们的切身感
受迁移到课文中元元的感受，自然地引入到课文的学习中去。



分钟为线索，抓住元元在绿灯前的等待，在公共汽车站的等
待，步行到校的辛苦无奈为阅读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想象
元元当时的心情，语言。在朗读体会的过程中，具体落实
到“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中的“刚”；“他向停在车
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中
的“眼看就”；“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
定走到学校去。”中的“等啊等，一直”这些重点词语中。
先朗读后体会，再带着体会到的感情朗读。在追赶公共汽车
一幕时，结合插图，先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抽学生表演，
学生入情入境，体会到了元元的焦急、悔恨。在此基础上，
学生读两次叹息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三，结合实践，课外延伸，突出中心，突破难点。

)个绳，能踢( )个毽子，能写( )个字，能算( )道口算，能读
(

)个字的文章等。这时，我又告诉孩子们，一分钟可以做很多
事情，人们驾驶着汽车一分钟可以行驶11公里，印刷厂的工
人叔叔借助先进的机器，一分钟可以印刷133张报纸，在北方
农民伯伯能用收割机一分钟完成一百平方的麦地收割，……
学生的眼里放出惊异的目光，我趁机反问：“现在，你们觉
得时间重要了吗？”“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志士写下了许多诗
句谚语来警示人们，把你们收集的关于时间的名人名言在小
组里交流交流吧。”在课堂的结尾，我把自己收集的几条，
送给学生。

时间就是金钱。 ——富兰克林（美）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季在于晨。 ——萧绎（中）

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富兰克林（美）

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培根 （英）



这样的课堂结尾，使学生愉快地从课文中走到生活中，实实
在在地体会到了时间的重要，从而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珍惜每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