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
思 语文园地一三年级教学反思(优秀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认识aabc式词语的特点，
积累词语养成勤于积累的好习惯。

不足之处：对于言字的词语有拓展，但是不够深度。

改进措施：可以延伸到每一个字词：笑的词语：奸笑、狂笑、
皮笑肉不笑等等，做适当

的延伸，激发学生的兴趣。

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园地五》安排了5个版块的内容。“识字加油站”以字
族文识字形式呈现，“饱、泡、跑、抱、袍、炮”6个形声字，
左边偏旁表意，右边部件“包”表音，让学生了解形声字构
字规律的同时，感受字族文的有趣。

“我的发现”是三组根据偏旁归类的形声字，旁边有学习伙
伴的提示：“口字旁的字大多和嘴有关。”让学生在偏旁归
类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形声字同一偏旁往往表示同一类的内
容。



“字词句运用”有两项内容。第一项是“选一选，填一填”，
要求学生能辨别形近字和同音字，并能在具体语境中正确运
用。第二项是查字典的练习，让学生继续巩固用音序查字法
查字典。

“日积月累”安排的是四句歇后语，学生在积累歇后语的同
时，感受这种特殊的传统语言形式的生动、有趣。

“和大人一起读”安排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经典故事《狐
狸和乌鸦》，通过和大人一起阅读，了解故事的内容，明白
包含的道理，分享阅读的收获。

一、教学效果

1、正确、有节奏地读字族文，初步了解形声字的构字规律。
引导学生用多种形式朗读字族文，读正确、读流利、读出节
奏。熟读之后，利用“定位联想法”，认识“饭、能、小大
茶、轻、鞭、饱、泡、炮”8个生字。在认识“饱、泡、炮”
时引导学生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识记生字，再联系句子发现形
声字的构字规律。举一反三，字族文中其他含有“包”这个
部件的字，也可以让学生说形声字的构字规律。

2、“我的发现”版块，使学生正确朗读每一行生字，像旁边
小朋友那样说说自己的发现，并能够适度拓展。拓展延伸时，
引导学生翻翻识字表，说出一组同偏旁的字，如，虫字旁的
字、月字旁的字，再请其他同学来说说自己的发现。

3、“字词句运用”能辨析学过的形近字和同音字，在具体语
境中正确选择使用。能用提高速度用音序查字法查询生字。

4、“日积月累”熟读成诵，初步了解歇后语这种传统语言形
式的特点，对积累其他歇后语有一定兴趣。教师讲解：这样
的句子叫做“歇后语”。歇后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固定语句，
前一部分多用比喻，像谜面，后一部分是本义，像谜底，通



常只说前一部分，后一部分不言而喻。适当拓展，引导学生
课外搜集自己喜欢的歇后语，在课堂上交流。

5、和大人一起阅读寓言，了解了寓言的内容，明白其中包含
的道理，分享阅读的收获，感受出共读的乐趣。

二、成功之处

1、引导学生复习学过的《小青蛙》和《猜字谜》中的第二则，
都是关于“青”的字族文。还可以拓展其他的字族文让学生
读一读。

2、歇后语是学生第一次见到，本来就对此有一定的好奇心。
我抓住学生的这个好奇心，出示相关图片，引导学生图文对
照，感知大意，初步感受了歇后语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

三、不足之处

“字词句运用”版块中，只是和学生一起探究两个字的区别，
未能引导学生能在句子、词语等语境中理解字义，从而辨析
填空。如，“青山”是指绿绿的山，应选择表示颜色的青色的
“青”；“清泉”与水有关，应选择三点水的“清”。在教
室门口的“在”表示在哪里，与“再见”的“再”是不同的。
也没有进项适当的拓展，可以补充“请、情”“巴、
把”“做、作”。致使学生学得很机械。

四、改进措施

1、本次语文园地，应该根据版块内容按顺序教学，也可以对
相关栏目进行整合。如“识字加油站”和“我的发现”都包
含了形声字构字的规律，但角度又有所不同。在教学完两个
板块后可以总结：相同的部件“包”加了不同的偏旁，意思
就完全不同了，说明形声字的偏旁有表意的作用，但是这些
字的读音比较接近，说明“包”有表音的作用。从同偏旁的



一组字中，我们又发现相同偏旁的形声字，往往指的是同类
的内容。

2、栏目里出现的字词只是举例，在具体教学时，教师要结合
学过的内容，适当拓展。如“识字加油站”只列举了“包”
这个字加偏旁后的不同意思的字，还可以让学生复习“青”
加上不同偏旁后，偏旁的表意作用。如“我的发现”栏目只
列举了三组同偏旁的字，可以让学生翻翻识字表，找找其他
同偏旁的字，如“虫字旁”的字，本单元就有6个“蜻、蜓、
蚂、蚁、蜘、蛛”，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加深对形声字构字
规律的认识。

三年级《语文园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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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语文下册语文园地三口语交际部分是“说说我自己”，
课前我让同学们准备了发言，但上课时一连叫起三名同学都
无话可说，说都无话可说，更不用提写了。



我灵机一动，不要他们说自己，而是让他们说说别人，学生
这一下来了精神，先从说靖同学开始，“刷”的一下子，孩
子们高高地举起了小手。

“她跑得快。”一个孩子们说。

“她为啥跑得快？”我问道。

“她个子高，腿长，是我们的大姐大。”我听着学生的分析。

“她学习好。”

“她暴躁。”

“为啥这样说？”

……

经过五六个同学的发言，一个体育好（跑得快，篮球打得
棒），学习好，文静当中而又有点暴躁的靖同学展现在大家
面前。

下面再说说石同学，一个小男生。

“他字写得好，每次老师都拿着他的作业让我们看，让我们
学习他。”

“为什么他字写得好？”

“我在张店少年宫学习过写字”石同学自己说。

“字写得好说明什么？”我追问。

“说明他学习认真。”



“哪些方面还能说明他学习认真？”我继续问。

“他把每一个标点都写得很好，句号写得很圆。”

“不是写得好，而是写得规范”我给学生纠正。

“他很文静，有时还很害羞。”靖同学说。

“他背诵的时候很胆小，生怕自己背不过。”辛同学插嘴说。

“那是他不太自信。”我说。

一个学习认真、文静、又有点不自信的小男生展现在我们面
前。

一节课，十位同学说了八位，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是发言
热情极高。

从起初的“说自己”的寂寞无声，到“说别人”的人声鼎沸，
只是转变了一个角度，学生根据别人的发言整理文字，就不
再是无话可说了。也不会写作文“为难”了。

私下，在与学生家长交流时，有家长反映，学生长时间写不
出作文，很为难，很害怕。听了家长的话我更感觉害怕。反
思我的作文教学，真的是让学生写得多，评价的多，而引导
学生写作文，抓住角度寻找内容方面确实做得太少了。究其
原因，或许是教师对待作文的一种态度吧！认为作文耗时多
见效慢，不如学课文、学知识来得实惠。

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四

本次“语文园地”主要有“识字加油站”“字词句运
用”“写话”“展示台”“日积月累”“我爱阅读”。



“识字加油站”认识一些“馆”和“所”的字，自主识字。

“字词句运用”练习书写一些容易写错的字，学习联系句子
理解词语的方法。

“写话”练习把自己心中藏着的问题写出来，可以把问题做
成卡片，问问小伙伴知不知道答案。

“展示台”展示最近大家为图书角做的事。

“日积月累”积累李绅的古诗《悯农（其一）》，理解意思，
熟读成诵。

“我爱阅读”练习有感情地朗读《最大的“书”》，感悟文
章的主旨。

一、教学效果

“识字加油站”在交流时，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说说自己
了解的场所，结合图片来识字。

“字词句运用”引导学生自主发现两组字易错的地方，师生
共同交流同类易错字，课堂气氛浓厚。

在进行“写话”的教学活动时，借助图片、资料，拓宽学生
的思路，启发学生感受提问的不同方式，小组内交流自己对
日常生活或自然现象产生疑问，相互补充，相互启发。

“日积月累”环节中，让学生借助插图了解大意，引导学生
观察插图，理解田野里都种满了庄稼，这是农民辛勤劳动的
结果，结合学过的古诗，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

二、成功之处

《语文园地六》主要是对本单元的语文学习作总结归纳。强



调汉字的结构和书写规律，识字写字是本节课的`一个要点。
在引导学生理解词意时，我创设情境，给学生做示范，为学
生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引导他们自主思考。写话练习我
主要是采用评比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对
大自然的探索。让学生学会多问为什么，并能自己通过多种
方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同时，让他们对大自然抱有好奇心，
能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魅力，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三、不足之处

我也感觉有些欠缺：课堂上没有关注全体学生，尤其是学困
生，他们不积极主动，没有自信，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关注。
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不要低估了孩子的潜能，孩子
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的东西是很难再忘记的，而且通过自己
的思考，有了新的发现，那种成功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是
会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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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能力，就会
形成积极的创造精神，促进自身的感悟、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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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进措施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要以学生为主
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把课堂交给学生，教师做好引
导工作。

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五

《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口语交际》教后反思:

学校生活是多姿多彩、充满情趣的。在教室里读书、画画、
做作业，在操场上奔跑、呐喊、做游戏，在音乐教室唱歌、
跳舞、练乐器，在植物园赏花、浇水、追蝴蝶......本组教
材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教学时应注意结合学生的课内、课



外活动进行教学，并注意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指导学生创
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
陶冶美好的情操。

教学时，我指导学生先读一读导语，然后再进入识字、课文
的学习；教学中举行了主题班会，谈谈自己的感受。在教学
学生学习部首查字法时，我先在教学本组生字时引导学生按
部首给汉字归类认识部首，然后再实践学习查字典。

《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六口语交际》教后反思:

本节口语交际课，教师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由教授者转变成
为学习的合作者。这一探讨，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应大力提
倡。学生也由听课者转变为学习的主动参与者，课堂上的主
人。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自己的亲身体验。教师由
灌输变为指导，学生由认真听变为自己动脑动口。注重了自
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的运用，为充分地发挥学生的创造
性创设了广阔的空间。同时，这样的堂课也充分体现了学生
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主导者。实际上课堂重心已发生转移：
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过去的重结果，向
重学生的学习过程转变。原来那种教师强调“注意听”的呆
板模式，被教师的适时点拨、指导取代。这就是注重了学生
学习的亲身体验和实践。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对教师
的要求可更高了。口语交际的习惯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教师对学生的这种训练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这样就能养
成良好的听说态度和语言习惯。需要说明的是，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重视学生引导学生养成文雅的举止谈吐，培养学
生的自信心和良好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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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终究姓“语”，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是工具性，语文学
科的根本任务是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知识在学生大脑中的形
象不能是课本的翻版，而是充满个性思辩和众人智慧的个性
化知识体系，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空间的知识框架。活动的
开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千方百计给学生带来认知的欢乐，让学
生在听做、说唱、玩演、读写、视听等活动方式中不断将知
识积累、储存。因此，本设计意在搭建一个活动平台，老师
和和学生一起开动“知识快车”，教学活动中学生先将自己
的收获装入“小成果袋”内，然后再有选择地“买票上车”。
这样的活动，貌似无序，但却会有很多内在的规则支持着有
序的运作，学生会成为真正的知识主人。《语文园地》的教
学设计更应如此。

语文园地七教后反思：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
应是语文实践。。。。。。”语文园地意在让学生自主，有
趣且相对集中的语文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语文时间能力。
所以我借助教材所提供的材料，达建了一个有趣开放的语文
实践活动平台，让学生在有趣中练，在练习中达成活动目标。

一、“我的发现”，引导学生展开交流，巩固了查字典的方
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二、“读读认认”是让学生认读八个表厨具名称的新词，从
中认识其中的生字。主要培养学生[此文转于斐斐课件园]借
助拼音拼读生词，再让学生发现排列的规律，并联系生活实
际说说这些字跟偏旁有什么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三、口语交际在创设情景中，引导学生展开互动的有趣的口
语交流，并联系实际生活，挖掘学生的认识，在师生、生生
的交流中，生成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学生的倾听，表
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往的素



养。

四、展示台在教学时，不能就教材教教材，所以我在课前做
充分的准备，搜集有关的资料，以便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
增加语文时间机会，使得语文训练扎实而有效。

小学语文三年级语文园地一教学反思篇六

语文园地五所在单元中的组文，都抒写了对生命的感悟。那
用心灵触摸春天的盲姑娘，那以帮助别人为快乐的祖孙三代，
那砖缝中顽强生长的香瓜子和绝境中奋力求生的飞蛾，以及
在冷风冷雨中傲然挺立的小花，无不展示了对生命的热爱。
所以这一单元的口语交际和习作都是以“生命”为主题的。

课前围绕“生命”搜集了部分图片，同时也搜集了许多热爱
生命的感人故事，在借鉴别人资料的基础上，汲取众长，又
根据自己对“生命”的解读，写完了语文园地五的教案，并
制作了13张幻灯片。

口语交际课上，主要以学生为中心，让他们自主讨论，并向
周围同学讲述自己搜集的感人故事，同时让他们互助互评，
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及口语表达能力。另外，从每
组中选派代表到讲台上展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习作
课上，重点让学生明白了第五单元课文在表达上的一个共同
特点，即都由一件事情或某一生命现象引发思考来表达自己
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并且让同学们借鉴这种写作方式，另
外让同学们在作文中引用一下名人名言，使自己的作文更加
精彩。

授课过程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由于对语
文园地缺乏足够的重视，准备工作不充分，另外没有很好的
进行课前试讲；授课时还是会出现“卡壳”现象，过渡不自
然；另外，没有很好的把握时间，时间有点紧迫。在以后的
实践工作中还需要继续努力，改正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