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精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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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一

本园地上了三课时。第一课时完成了三个知识点“我的发现、
日积月累、我会填”。在这三个知识点上“我会填”让学生
完全自学，因为该题是搭配词的练习，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所
学的课文或者平时积累来完成，并鼓励学生可以拓展这种题
型。尤其是12课《北京亮起来了》该课几乎是由“形容词或
成语”与“的”字短语生动的搭配，把北京的夜晚展示得如
此多彩而美丽，学生很感兴趣，而且很务实的训练。

知识点“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在教学中适当的“扶”了，
因为这两个知识点在语基上需要点拨，毕竟是二年级学生，
虽然有一些知识上的积累，但在字词的含义之间还是有些模
糊的。比如“我的发现”教材上有两大组，第一组在语基上是
“动作与动作所使用的工具”第二组是“物品与物品”场所
的的区别。（在这环节学生还不算错，能发现动词、名词）
这里本人点拨了（第一组都含有同样的两个字，第二个词是
在前一个词基础上加了一个字，两个词的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例如：酒水要用酒水车；飞机场里有飞机。）“日积月累”
是反义词的训练（可以鼓励学生先借助拼音读读不认识的.字，
看每组里的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再运用自己发现的规律，自
读，认清字形。还提示学生若是去掉两字中间的破折号，会
发现什么？）这样一提，学生很快就能发现两个相反的字能
构成词语“宽窄、穷富、贱贵、善恶……”并适当运用。



最值得反思的是“口语交际”就这么一个点儿，本人是“豁
出去了”用了两课时，其中有一课时完全浪费。本单元的口
语交际是“夸夸家乡的特产”或是“家乡变化……”说说评
评还要写一写。（家乡农作物、水果、……提前我让学生回
家收集或是问问大人，有关自己家乡的特产，风景有关的图
片，还可以上网查……）这个环节太闷了，学生没一个人回
家动过，而且不回答我，我急了，40分钟就耗尽了。课间，
本人不甘心，重新换个角度提问，就让学生说说自己平时感
到最好玩的地方，怎么个玩法，最喜欢吃的东西，怎么个吃
法，这些东西在家乡是否常有，而且我将学生分成了两大组，
基础好的与差的各一组，本人把“镜头”全对准较差的这组，
使用“急将法”，我提了个最简单的问题，全班只有较差的
这组有一人举手，我借机说：“今天我要带这组的孩子出去
玩……”话还说完，有一个孩子问：“老师，到什么地方去
玩呀？”我神气地说：“是我们家乡最好玩的地方，那里有
很好吃的，我带了钱去买，谁跟我去就跟谁买。”说到吃、
玩孩子们可欢了。举手的多了，说：“老师，我家旁有一条
小河，那里很美，水很清，河边有柳树，果树……还有一个
草坪，那里可以拌假饭。”接着一男孩子说：“老师，我们
那里有个荷花池，是外地人投资的，池中有竹楼，小亭子、
鱼池……”又一女孩说：“老师，我家对面有个大水库，奶
奶说，这水库供养10万人的饮水问题，这水库像只大公鸡，
公鸡的头上是龙头，公鸡的尾是粮田……”这下教室时可不
得了，都争着说，我就这样高兴地听着孩子们说着。这时
被“抛弃”的组的孩子可急了，有小男孩田赛赛跑到我面前
说：“老师，在我的家有很多水果，比如葡萄是最好吃的，
到了秋天……。”（田赛赛把11课《葡萄沟》的那段描写葡
萄成熟的样子说下来了，并且还说了怎么个吃法，最有意思
了，说得太好了……）

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二

教是为了不用教。教学就是指导学生自己会学。当学生有了
充分的空间展示自我时，就会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认知水



平和想像能力，就会形成积极的创造精神，促进自身的悟感、
想像、思维的发展，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也真正做到了人文
性和工具性的交融。

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园地六》的设计内容较为丰富，既关注了字词句的训
练，也关注了积累和阅读，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认识
汉字，学习语文，突出了语文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为了将枯燥的语文学习变得生动有趣，本课教学尤为关注兴
趣的激发。整个教学设计以畅游语文乐园这一情境贯穿始终，
通过多媒体课件和生动有趣的游戏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同时，关注了语文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拓宽了语文
学习的范围，学生在完成了本课的学习之后能够举一反三，
获得更多的知识，增强主动学习语文的意识。

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四

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口语交际的增
设是一大亮点。它旨在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人与
人之间交往、沟通的意识。面对这一“新鲜事物”，大家都
在积极探索与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口语交际的教学效
果。

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激发兴趣能有效激发学生对口语交际
的兴趣。教师要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创设情
境。像今天语文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六一儿
童节”，小朋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先请学生介绍自己在
幼儿园是怎样过儿童节的，小朋友滔滔不绝，积极地举手想
说出自己美好的回忆。而在教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自己打算怎么过”这一环节时，我鼓励孩子们自己想



怎么过就怎么说，不用拘束，于是小朋友更是积极的开动脑
筋，把自己想要的，想玩的，想吃的，通通都讲了出来，课
堂气氛热烈，就像在过儿童节一样。不过，对于刚刚接触口
语交际的一年级小朋友，老师一定要训练学生良好的口语交
际习惯。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认真倾听，
积极开动自己的脑筋等。当然教师自己也要认真专注地倾听
学生的每一句话，并及时做出适当的评价。

第五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反思：这一单元说话部分，如何营造口语交际的氛围，
激发学生的口语交际兴趣呢？教师要善于联系学生的生活经
验、情感体验创设情境。如人教版实验教材小学第二册语文
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六一儿童节”。可让学
生带照片互相介绍，回忆自己的快乐时光；有的小朋友特别
想知道老师小时候过“六一”时的情况，教师可作示范性叙
述，语言注意尽量儿童化。教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自己打算怎么过”这一环节时，可采取多种有趣的形
式交流。如：“打电话”“说悄悄话”“比一比”，通过这
些情境，激发学生口语交际的兴趣，提高学生交际的质量。
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口语交际的一年级小朋友，老师一定要
训练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
声音洪亮、认真倾听等。当然教师自己也要认真专注地倾听
学生的每一句话，并及时做出适当的评价。另外，在进行口
语交际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讲清要求，明确交际的目标、内
容，并随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