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拼音总结集(通用7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拼音总结集篇一

。

毕竟一年级的学生对新鲜事物接受快，但同时遗忘也是很快
的。比如，在拼音结束的时候，我就进行了拼音的声母、韵
母、整体认读音节的背诵以及默写，有很多同学都能达到要
求。可是在学校的检测之前，我再进行默写，结果只有几个
同学通过。这正证明了学生的遗忘规律。鉴于这个教训，以
及程老师的建议，我还是会一边上新课一边复习前面拼音的
内容。若学不好拼音，后面的课文学习就会难度增加，学生
不会拼，跟不上老师的进度，就导致了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做小动作。一天落一些，久而久之，就成为老师无
法“弥补”的学生了。

目前自己想到的这两个方法就是这样了，虽然没参考什么资
料，但想想自己毕竟不是专职，在这些方面还是得多多请教，
多多学习了!

拼音总结集篇二

汉语拼音是抽象的，要使抽象的符号化为学生容易理解、记
忆甚至喜欢的内容，就应该让汉语拼音的学习生活化，让学
生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对拼音符号的认同、理解。例
如在教“m”这个音节时，请三个孩子上台来站在一块组成“m”
的形状，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用一两句话说出来，孩子们



有的说：“像个城门”，有的说：“像两个桥洞”。例如教
学复韵母“?i”的四声调时，让学生听句子“我爱读书、小鸟挨
着妈妈、爷爷对人总是那么和蔼”，说说听到句子中的“?i”的
读音。

拼音总结集篇三

一年级的学生对老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拜心理，如果让他
做小老师，一定能极大地激发他的学习热情，让学生主动地
学习。

1、“课堂小老师”――在课堂上，我们经常让学生做老师带
大家读拼音，“小老师”带得认真，同学们跟读也很认真。

2、“课间小老师”――班级中总有一些接受能力慢的学生，
如果教师一个个去教，时间和精力都不能保证，这时就可以
充分发挥“小老师”的作用，让两三个学生组成学习小小组，
让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当当“小老师”，帮助小伙伴学习。

3、“家庭小老师”――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汉语拼音得
过程中，很多家长都反映对汉语拼音比较陌生，尤其是对三
拼音节、整体认读音节可能还没有孩子分辨得清楚，这时就
可以让孩子在家里当当“小老师”，教教家长，正所谓教学
相长，孩子“教”的过程其实正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过程。

拼音总结集篇四

但我却忽略了那些思想上并不能接受的同学，自己整天忙东
忙西，却忘了班里后进生的辅导。反观另一个一年及班级，
同样是有后进生，但是老师都会针对那后进生进行指导。我
在想，接下来是不是该对后进生规划一个指导方案了?在学校
的时候虽然有限，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可以把注意力尽
量集中在后进生方面。其他的同学或多或少已经形成了一个
自觉的习惯，所以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拼音总结集篇五

汉语拼音的学习，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声母、韵母的发
音，还是音节的拼读，都与读分不开。正所谓熟能生巧，要
流利地朗读拼音，需要平时的多读多练。我们充分利用早读
课、语文课等时间让学生朗读，并且要求学生每天放学后坚
持朗读拼音二十至三十分钟。我们还充分利用了《语文同步
拓展》这本书，让学生拼读书上的内容，既进行了拼读训练，
又学到了课外知识。

拼音总结集篇六

在教学《认一认》时，我先让学生借助拼音自己认字，跟同
桌比一比谁认的字多。一些学生拼音学得扎实，部分字的拼
音也都学过，因此他们能自己拼出来，跟同桌比的时候，他
们会特别有成就感。等在我教学时，他们的小手老是举着，
瞧他们那得意劲，好像在说：“老师，你随便抽吧，这些字
我认识。”还有在教学情景歌时，学生自己拼拼音，念出一
首儿歌，他们会特别的高兴，记得也非常牢。

拼音教学结束了，孩子们对于汉字的学习兴趣更大了。教学
中虽然辛苦，但看到孩子们点点滴滴的进步，何尝不是件高
兴的事。

拼音总结集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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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让每一组把自己的
成果展示在黑板上，并进行互评时，学生就显得异常激动，
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赏，一旦得到其他组同学的肯定，脸
上幸福快乐的光芒就情不自禁的显露出来。

在这节课中，虽然我让学生读的形式多样，但未能顾及后进
生，并且有时学生读错，我为了赶时间而没有纠正学生的读



音，还有待于在今后的教学中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