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爱我的家乡 我爱家乡教学反
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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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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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家乡篇一

在课堂教学时，同学们从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方面谈到了
对于家乡的环境美和家乡的特征，以激发学生爱家乡的情感。
最后引导学生也来用画笔描绘自己的家乡山山水水的美好景
色画下来。

在常规的教学中，我确实忽略了课前的预习与搜集资料在教
学中的作用．总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但作为老师，我应该
让孩子课前口头上向家长了解一些有关家乡的资料，那样的
话，至少会有多数同学能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做到胸有成
竹，对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整节课来说也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真正让课堂充满生机，让孩子在课堂上有感
而发！

我爱我的家乡篇二

1、面向学生：二年级小学生

2、学科：品德与生活

3、课时：1课时

4、学生课前准备：图画纸、彩笔、图片、故事、歌曲或戏曲
等。



二、教学课题

在《我爱家乡山和水》一课中，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教育手
段，让学生看到祖国山河的锦绣与壮丽，开阔了小学生的视
野，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印记。与此同时，我又把家乡的田野、
山林、小溪、烂漫的山野花等拍摄下来，制成美丽的相册课
件，在课堂上展示给小学生，让学生感受到乡村恬静与温馨，
从而使学生觉得乡村和城市一样的美丽与可爱，长大有建设
家乡的美好愿望，为此而努力学习。

三、教材分析

1、教材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一个主题。

2、教材内容的理解分析：《我爱家乡的山和水》是人教版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下册第一
单元我生活的地方第一课。学习内容是以家乡的地理景观和
人文景观为背景，通过了解家乡的风景名胜、自然资源和文
化生活，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培养他们的家乡意识和
初步的社会责任感。

3、教学目标

（1）了解家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
情感。

（2）能用画笔记录下自己眼中家乡的美景和自己对家乡的感
受。

（3）能运用观察、访问、调查资料等各种收集资料的方式，
了解家乡的故事和家乡的文化生活。

4、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家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
情感。

（2）能运用观察、访问、调查资料等方式收集资料。

（3）能用画笔画出眼中家乡的美景和对家乡的感受。

四、教学方法

讨论、资料收集、情景模拟与角色表演、访问、欣赏、讲故
事、讲授等。

五、教学过程

活动一创设情境：激趣导课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旅游吗？

生：喜欢。

师：谁来说说都去过什么地方？

生：大连

生：北京

生：青岛

生：长白山

……

师：感觉如何？

生：都很美



……

师：是啊，北京、大连等等这些地方都很美。那你们觉得我
们的家乡美不美呢？看看下面老师拍摄的图片吧！

【课件出示：家乡相册】

师：说说从画面上看到了什么？

生：大江和大树

生：长白山天池

生：人参

生：满地漂亮的野花

生：还有瀑布

……

师：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板书课题：我爱家乡的山和水

活动二合作体验：模仿表演

师：谁能说说我们的家乡在哪里？

生：漫江

生：松江河

生：学生说说家乡的位置

师：你们喜欢自己的家乡吗？想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
家乡啊？



生：喜欢

生：想的

师：那你们自己就当一回小导游，把家乡的美景介绍给他们
吧！

生：扮演导游介绍并赞美自己的家乡

师：请扮演的孩子谈谈自己的`感想，请观看的同学说说自己
的意见。

活动三自主探究：展示家乡

【课件出示】长白山南坡风景区图片

师：让学生说说上面的景物，谈谈自己的感受。

生：高山花园

……

生：真美！

……

师：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板书：山美、水美、五谷香）
看看我们居住的地方，你最喜欢哪里？把你最喜欢、最熟悉
的地方，用彩笔画下来吧！

组：交流展示，并推荐出比较好的作品，粘贴在黑板上。

生：介绍自己的作品。

师：出示彩图画



生：读读画中描写家乡的小诗，然后观察自己画的家乡图画，
把小诗给补充完整。

生：回报自己的作品。

师生：共同评选最佳创作奖。

活动四交流感悟：说说和唱唱

师：讲述《金日成小山》的故事

师：谁还知道家乡的那些事情？

生：交流自己收集到的关于家乡的一些小故事——丁奶奶给
讲的打土匪的故事。

生：抗洪的故事。

……

师：家乡除了有扣人心弦的故事，你发现还有什么?

生：二人转

生：人参

生：天麻

……

师：出示茶叶——这是老师利用双休日上山采集的，自己制
作的茶叶，是纯绿色的，没有污染的“刺五加”茶。我们的
山上有很多纯绿色的特产，经常吃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益
处。（板书：家乡特产）



师：刚才同学说了，家乡还有“二人转”，那么谁来给大家
表演一下呢？

生：表演“二人转”。

生：扭起秧歌。

……

师（小结）：我们的家乡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会更加美丽可爱；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长大后用我
们的智慧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板书设计

我爱家乡的山和水

山美水美

风景名胜——长白山

六、教学反思

在《我爱家乡山和水》一课时，我提前把用相机自己拍摄到
的家乡图片和长白山的图片，分别制作成相册，做成课件，
应用于课堂教学，使学生对家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让
学生的情感从知家乡到爱家乡的过程得到了升华。

在教学中，围绕本课的教学目标，从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所
以设计了“模仿表演”、“说说唱唱”等几个教学环节；除
此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查找资料”能力，让学生有方法、
有有目的去查找、去学习，这样学生在查找中更深入地了解
自己的家乡，从而爱家乡的感情自然而然地生成，达到本课



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

我爱我的家乡篇三

《我爱家乡的柿子》是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语
文第七册第二篇课文。这是一篇记叙文，作者在文中赞美了
家乡的大柿子，记叙了跟小伙伴一起摘柿子的快乐情景，表
达了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为了上好这节课，我认真阅读了教材及参考，幵多次迚行了
复备。在执教这一课时，我设计的教学目标是：

1、继续学习带着问题默读课文。感受摘柿子时的欢乐，体会
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2、能够说出第5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设计的教学重点是了解柿子的可爱之
处和感受摘柿子时的欢乐，体会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是学习归纳自然段的主要内容。现以此课为例，谈
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1、整节课，我都能尊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引导他们在自读自
悟的基础上理解课文内容。

我先让学生熟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直接迚入
本课要解决的教学重点，即课后第一题：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我”喜爱家乡的大柿子？学生在读课文时，找出了许多重
点的语句。我抓住学生的发言迚行提问，引导学生通过理解
关键词正确、深入地理解课文，从而达到体会课文内容的目
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在自己感悟的基础上谈出理解。

2、注重了朗读的指导与训练。



很多学生对于课文中描写柿子样子的语句体会比较深，为了
体会作者语言的优美，我多次引导学生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就在这不断地“练习”与“展示”的过程中，学生读得
越来越好了，对于本文思想感情的领会也越来越准确了！

3、能够结合教材的特点，对学生迚行语文基本功的训练。

本篇课文在描写摘柿子的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动词来表
现爬树高手敏捷而又娴熟的动作。在学习这一部分时，我让
学生在乢上把所有动词都圈了出来，然后引导他们体会这样
写的好处，提示学生在自己写作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
使文章更加具体、生动。

1、对教学策略的研究不够。

本篇课文共有六个自然段，在引导学生学习时，我分配的时
间几乎是均等的，这就使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幵不突出。
而且，在分析课文时，我总是让学生按照“读课文——找重
点语句——谈体会——练习朗读”的顺序和模式来学习，教
学策略很是单一。如果能够结合每个自然段的写作特点迚行
教学，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会更加深刻，收获会更大，课堂的
学习气氛也将更加活跃。

2、缺少学法的渗透与训练。

这节课的学习，主要侧重在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方面，每个
教学环节都在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家乡大柿子的喜爱”，
而忽视了对学生阅读方法的培养与训练。如果第二自然段的
学习可以抓住“黄灿灿”这个词引导学生复习abb式词语、抓住
“犹如童话王国中的金色皇冠”体会比喻句的好处，学生的
收获会更多。

3、问题过多、过碎，缺少整合。



本节课，在理解“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喜爱家乡的大
柿子？”时，为了使学生对文中重点语句迚行深入体会，我
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
明自己的备课还缺少一份精心，另一方面也使我意识到自己
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还缺少培养和指导。应该教会他们怎样抓
住重点词句迚行汇报以及正确的汇报顺序，教师仅仅给予适
当的点拨就可以了。只有这样，加以时日，学生的阅读能力
和水平才会逐步提高。

4、对年段教学目标缺少了解。

在引导学生概括第五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时，我把“抓重点
句”的方法作为了新知识教给了学生。殊不知，这一知识早
在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已经学过了。正是由于对各个年段的教
学目标不甚了解，致使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缺少了实效。为
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再次出现，我会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
对各年段提出的要求，幵多与组内的张彤、杨爱静两位老师
迚行交流，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实
效。

面对自己在教学方面上存在的问题，我会用心向组里老师学
习、请教，幵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努力改迚，扎扎实实地上
好每一节课，积累经验、锻炼能力，使自己的业务水平逐步
提高！

我爱我的家乡篇四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我认
为“山西山水甲天下”

在春天，我随爸爸来到了绵山。抬头望去，山峰高耸入云，
仿佛像是一个巨人屹立在我的脚下。往上攀登，一路放眼浏
览，耐寒的花儿争奇斗艳，春风拂面而来，风一吹，花儿们
都开始跳起了华尔兹，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无限的春的问候，



让我整个人心旷神怡。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半山腰，在亭子
中眺望只见山下的人都和火柴一样，再看看远处，仿佛自己
就像仙人一样在山中进修……这就是家乡的春天，我爱家乡
的春天。

在夏天的傍晚，我们漫步在汾河边，路旁的草儿坚毅不拔得
屹立在泥土里，花儿们一个个都在像路人们炫耀着自己艳丽
的颜色，傍晚的微风吹来，汾河上荡漾起澜澜的微波，是所
有在汾河边漫步的人都神清气爽…这就是家乡的夏天，我爱
家乡的夏天。

秋天，汾河旁的小路上洒满了落叶，好像是为人们奏响一曲
秋天的交响曲。路旁人们都在放风筝，脸上洋溢着许久没有
露出的笑容。汾河上照映着那一抹夕阳，它在为人们展现它
最后一丝生机。她好像是有一股坚毅的力量，在支撑她走完
生命的尽头。抬头放眼望去，一群大雁朝着春暖花开的南方
飞去，他们整齐的队伍感染到了我，他们那种团结的精神让
我回味无穷…路旁的草儿渐渐泛黄，但它仍有一种生机展现
在我的眼前。这就是家乡的夏天，我爱家乡的夏天。

我爱家乡的山，我也爱家乡的水。这就是我家乡的一年四季，
不管以后我是否扎根在这里，但是家乡的一切，家乡的四季，
都让我永生难忘！

《我爱家乡山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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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家乡篇五

《我爱家乡山和水》这是人教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下册第一
单元的第一课．在上课时，我首先让孩子们先明确家乡湖北
的位置，接着让孩子们先在小组里说说自己最喜欢去哪儿，
目的是让孩子们了解周围的同学都喜欢去哪儿，多了解一些
家乡的地方，自己也在小组里练习练习．同学们对这个话题
也很感兴趣，发言也积极，但说的时候注重表面上的感
受．可当我让他们作为小导游站起来向同学和教师介绍家乡
时却显得很茫，后来才知道是说不清家乡的具体地名．这说
明孩子们对自己的家乡了解得不够多。

在课堂教学时，同学们从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方面谈到了
对于家乡的环境美和家乡的特征，以激发学生爱家乡的情感。
最后引导学生也来用画笔描绘自己的家乡山山水水的美好景
色画下来。

在常规的教学中，我确实忽略了课前的预习与搜集资料在教
学中的作用．总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但作为老师，我应该
让孩子课前口头上向家长了解一些有关家乡的资料，那样的
话，至少会有多数同学能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做到胸有成
竹，对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整节课来说也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真正让课堂充满生机，让孩子在课堂上有感
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