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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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篇一

人有两个宝是学生接触的第一篇课文，针对一年级学生易于
接受、理解具体、形象、直观的东西这一特点，在教学中，
我在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不再是索然无味的解释，而
是将课文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加强了语文与生活的沟
通。如让学生说说“××的双手会？？”、“自己做事时大
脑会想些什么？”、“自己曾经创造了什么新东西？”这几
个问题都以学生的主体经验为基本点，强调学生主体的感受
与体验，帮学生具体化、个性化地来理解感悟课文，既促进
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内化，又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在课堂上要以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
究的方式进行学习，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寓教
于乐，让孩子们喜欢语文这门学科，让孩子感到学习语文有
兴趣。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充分的空间，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激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愿望。

今后的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进步，善于表扬
鼓励学生，让学生更喜欢上我的课。

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篇二

《新课标》明确提出“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并倡
导“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特别注重学生“探究的研究的
过程”。那么用什么启发？讨论、探究、研究什么？在《人
有两个宝》这一课的教学中，我始终以一个组织、引导者的



身份，引导学生在读中质疑，在读中释疑，让学生主动发现，
积极探究。开始时，学生围绕课题进行质疑，将学生的疑问
集中归纳为“人到底有哪两个宝呢？”、“为什么说它们是
个宝？”、“我们怎样用这两个宝？”三个有效性问题，学
生强烈的探究欲望让他们在自读课文时十分认真。接下来我
再将问题逐个提出，引导学生小组讨论，互相间的合作、探
究与交流代替了教师的讲解，学生在寻求问题的解答中，渐
次将课堂教学推向深入。当然对于一年级学生，教师也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简短的小结适时地传递给学生一个明确的
认识。此外，学生每次读过课文后，我都组织学生展开互相
间的评价，让学生做学习活动的主人，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充
分发展。

然而一年级学生易于接受、理解具体、形象、直观的东西，
针对这一特点，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不
再是索然无味的解释，而是将课文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
加强了语文与生活的沟通。如让学生说说“××的双手
会……”、“自己做事时大脑会想些什么？”、“自己曾经
创造了什么新东西？”这几个问题都以学生的主体经验为基
本点，强调学生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帮学生具体化、个性化
地来理解感悟课文，既促进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内化，又有
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其实儿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在动口、动手的实际操作中
体验的。手是学生再熟悉不过的了，学生可以说出手能做很
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学生不能想象自己如果没有了双手会是
什么样？课堂上我让学生尝试把双手背在后面，直接用嘴吃
已经剥好的桔子，学生在大家的注视下根本无法吃到。随后
问该同学有何感觉：“难！”。这样学生更深刻地认识
到“手”的确是人的“宝”。再如：一年级学生对“动手又
动脑，才能有创造”中的“创造”一词难以理解，有的老师
就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动手搭积木，学生们有的在搭
小汽车、有的搭房子，有的在搭红绿灯，运用自己的智慧搭
出了一个个闪现着创造火花的东西，在动手操作中体验了创



造的`含义。我认为这也不视为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

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九年级第一课责任与角色同在的第二框题，因为我这
节课的课时安排不够合理，所以造成了教学任务没有完成，
教学环节也就不完整了。课堂上为我讲的太多，学生说得少，
这不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对教材的挖掘与学情的分析不够，
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等等。

课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课如果就这么上下去我会有什么
收获，学生又会有什么收获呢？于是我又重新对这课的教学
进行了设计，试着上了一节感觉效果挺好。学生也能主动参
与到我的教学活动中来了。

下面是我改后的一点体会：

我觉得这节课安排两课时比较好，每目第一课时。

第一课时，什么代价什么回报

首先在导入环节我让学生谈谈升入九年级一个多星期的感受
或体会，为什么要选这个话题呢？这是我在充分了解学情的
基础上设计的，因为九年级面对中考的压力，家长的期盼，
老师的.希冀，学业紧张，娱乐休息时间少了等等，学生是深
有感触的自然有话可说了，而且在教学中出现了争先恐后的
局面，这是以前没有的。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因势利导谈到了
责任和付出这样自然引入了新课。也让学生认识到了承担责
任就会付出代价和当然也会有回报。

然后让学生思考自己现在承担着什么责任，都付出了或将要
付出什么代价？又会有什么回报呢？并自由发言。一开始学
生有些不愿意说，于是我就有针对性的叫班长发言并适时引
导，结果很多同学就打开了话匣子，针对自己在班里承担的



责任有的诉苦，有的说委屈，有的说收获……学生们就这
样“动”了起来。

总之通过这节课使我触动很大，使我认识到必须要认真备好
每一节课，不能经验主义。更不能有懒惰思想，要想方设法
让学生喜欢上我的课，要让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找到自信，体
验到成功，享受到快乐使思想得到升华，道德素质得到提高，
能力得到训练。

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篇四

《人有两个宝》这首儿歌是根据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
《手脑相长歌》改写的，主要讲了双手和大脑的重要性，指
出只有手脑相长，才能有所发明创造。课文语言通俗，寓意
丰富。第一句先讲了人有哪两个宝；第二句讲了这两个宝的
作用；第三句说明只有把这两个宝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
的作用。课文配有两幅插图，帮助儿童理解儿歌内容，形象
易懂。第一幅图是几个小朋友高举双手，一位小朋友十分珍
爱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另一个小朋友托着大脑袋正在思考
问题。它形象地反映了课文第一句的内容。另一幅图画的是
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的情景，具体展示了用手
又用脑，才能有创造的含义。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始终以一个组织、引导者的身份，引导
学生在读中质疑，在读中释疑，让学生主动发现，积极探究。
开始时，学生围绕课题进行质疑，教师将学生的疑问集中归
纳为“人到底有哪两宝呢？”、“为什么说它们是
宝？”、“我们怎样用这两个宝？”三个有效性问题，学生
强烈的探究欲望让他们在自读课文时十分认真。学生在寻求
问题的解答中，渐次将课堂教学推向深入。此外，学生每次
读过课文后，教师都组织学生展开互相间的评价，让学生做
学习活动的主人，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

一年级学生易于接受、理解具体、形象、直观的东西，针对



这一特点，在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将
课文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加强了语文与生活的沟通。
如让学生说说“××的双手会……”、“自己做事时大脑会
想些什么？”、“自己曾经创造了什么新东西？”这几个问
题都以学生的主体经验为基本点，强调学生主体的感受与体
验，帮学生具体化、个性化地来理解感悟课文，既促进了学
生对课文内容的内化，又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空气清新是个宝教学反思篇五

《人有两个宝》是一年级上册教材中的第一篇课文，这是一
首根据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手脑相长歌》改写的
儿歌，主要讲了双手和大脑的重要性，强调了只有双手和大
脑相互为用，彼此促进，才能有所发明创造。课文语言通俗，
琅琅上口。

在教学课文时，我先带领小朋友们认识了句号，告诉他们句
号就是文中的小圆圈，有几个小圆圈代表就有几句话。并请
小朋友们数一数课文共有几句话，他们毫不费力的数出有三
句话，这样为下面的分句教学作了很好的铺垫。

在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将课文与直观形
象的插图相联系，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便于学生理解，
也加强了语文与生活的沟通。如在引导学生理解“双手会做
工”中的“做工”时，我让学生拿出一张白纸，把自己的小
手画出来，因为手是学生再熟悉不过的了，学生可以说出手
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于是我指导他们用一句完整的话说一说
“我的小手会”，在这个基础上，让说话能力较强的学生再
试着练说“我的小手会，会，还会。”这个环节让学生在动
手、动口、动脑中，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教学效果还不错，
大家不妨一试。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有感情的朗读和背诵课文，但因为一年级



的学生阅读经验贫乏，我虽然作了多次的范读，但朗读效果
还是不理想，拖读顿读情况还时有发生，在今后的教学中我
会运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很好的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