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 我多想去
看看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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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我多想去看看》以一个山村孩子的口吻，用诗歌的形式，
讲述自己想到遥远的北京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抒发了少年儿童向往北京的强烈思想感情。

也许是自己上半年刚去过北京，对天安门广场壮观的升旗仪
式还记忆犹新的缘故，所以很喜欢这篇课文，在备课时特别
用心。课前，我利用去北京拍摄的照片、录像做成了课件；
找出了保存着的一些景点门票，熟读上面的解说，准备在课
堂上为学生当导游；还布置学生去搜集北京的相关资料。上
课时，我让学生汇报课前搜集的信息，学生兴趣盎然，接着
我利用北京风光导课，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不少学生不到两
分钟就把课文读得很流利了。在理解“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
式非常壮观”一句时，我播放了升旗仪式的录象。学生有了
图片、录象等一些直观感受，自己也真的很想去北京看看。
有了发自内心的感受，学生读得很带劲，很有感情。

由于课前的充分准备，这篇课文只用了一节课就上完了，而
且上得很扎实。第二课时，我利用制作好的课件和背在心里
的一些解说词，像导游似的给学生介绍了“故宫”、“人民
大会堂”、“长城”等许多景点。上完课，学生说：“老师，
学完这篇课文，我好象真的去了北京，知道了北京的那么多
地方。”听到这句话我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上课前追求的
目标。



如果我的课前准备不那么充分的话，就不可能腾出一节课来
为学生介绍关于北京的那么多知识。可见，课堂上要为学生
减轻负担，提高课堂质量，很大的工夫必须在课前就花。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多想去看看》讲述了两个中国娃，一个生活在祖国的西部
边陲天山脚下，一个生活在祖国的首都北京。两个孩子的共
同心愿是――走出家乡，“多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课文两段文字基本对仗工整，以两个孩子和父母对话的口吻，
道出了两个孩子心中的愿望。“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
式”、“冰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是北京和天山两地最
富有代表性的景观，用此指代孩子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渴望。

这节课因为是参加校内优质课评比，因此，在备课时也算多
花了一点心思。

从教学环节上，我设计了开门见山，读题质疑――默读课文，
解答疑惑――研读课文，理解内容――拓展联想，升华情感
这条主线。虽然聋生阅读能力差，但我仍采用了“读中感
悟”这种教学方式，引导聋生爱上阅读。理解“天安门广场
上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我从网上下
载了天安门升旗仪式的视频。学生通过观察视频，从现场的
人数以及解放军战士的威武，很容易地就理解了产“壮观”
这个词的词意。再通过比较句子，理解书中的孩子多想去看
看的迫切与渴望。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我设置了“找一找
我的家乡”和“认一认我的家乡”。这个是从聋生现有认知
基础安排的，从爱家乡引到课文的中心爱祖国，从而达到感
情的升华。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在这一节课中，我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新课标精神，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孩子当作朋友，我注重培养学生的
说话能力和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如在学完课文后，让学生
说一说如果你去北京的话，你会到哪些地方去看一看？通过
这一环节，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低年级教学的主要任
务就是识字和朗读训练，整堂课学生都是在读中识字，在读
中感悟。这一节课，我注重了学生的朗读训练，从一开始的
自由读——重点句子的朗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评选
“朗读能手”，这些环节的设计，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朗读
能力，通过朗读，进一步激发起学生热爱首都、热爱祖国的
思想感情。最后，通过让学生唱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更加激发起学生对首都北京的`热爱之情。

1、在做识字游戏时，当学生猜对了卡片后面的字，应让猜对
的同学领读卡片上的生字，这样学生对生字识记的会更好。

2、学生的朗读能力较差，今后应加强读的训练。

3、在学课文时，“多想”没有解法，在讲时如果让学生用换
词的方式理解就更好了。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本节课是《我多想去看看》的第一课时，在整节课中，主要
体现了以下特点：

1、体现了以学生为发展中心的特点。

从整个教学活动来看，学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学习，而是
主动的，充满热情和好奇地学习。从一开始的自读，互相读，
自己理解课文内容，提出不懂的问题，到学生对不同问题的
相争，辩论，发表不同见解，都可以看出，学生们是在主动
地学习、探究、并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好的学习习惯，体
现了以学生为发展中心的特点。



2、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了视野。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可以点燃学生学习的思维火花。在
本节课中，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现代化教育手段播放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美
丽的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雄伟的万里长城，看后使学
生产生了身临其境之感。再如富有挑战性的朗读，()识字等
比赛形式，都调动了学生的参与学习的热情，使整个教学充
满了情趣。

3、增强了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和探究能力的发展。

加强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是新课
标对学生提出的新要求，课堂教学中，学生在学习中，能主
动地合作，愉快地交流，遇到不懂问题也能主动地探究，这
说明教者在平时是十分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例如，有一组小
学生对“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他认为，这两句
话是一样的，为什么要重复，而且中间用了一个句号。他百
思不解，经过讨论，反复朗读，大家明白是这个山里的孩子
太希望到北京去看一看，这是在表达“他”强烈的愿望。问
题弄明白了，个个学生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这样主动地
探究式的学习，要比教师的灌输的效果不知要强多少倍。

总之，这是一节比较符合新课标的一节课，由于受学生年龄
限制，有些地方体现还不够到位，但我坚信，坚持用新理念
培养训练，不久将来一定会有明显效果。

我多想去看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本课教学我以“情”贯穿全文，以“情”为导线，引领学生
一步一步地感受到小男孩迫切想去北京的心情。具体做法是：

山村的孩子对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也许是陌生的（我们的孩子
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了多媒体的优势，在学生面前展



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雄伟壮观场面，让孩子置身其中，让
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激起他们的热爱国旗的感情。
如：当我播放录象“升国旗”的时候，很多学生情不自禁地
喊出了“哇１并随着国歌声的响起肃立，那种气氛，俨然自
己也在其中。后来，当我问他们看完后有什么想法时，有的
孩子说，我真的很想去北京看看，有的说我长大也要当升旗
手等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独特体验。每个孩子的生活经历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
以每个孩子的语言表达，情感体验多有不同。初读时，我让
他们合作学习字词，然后再重点交流。品读时，我先让学生
提出不懂的地方，然后指导学生讨论、理解，再指导朗读，
最后再以多种形式的读，如：齐读，赛读，同桌读，配乐读
等来领悟其中的感情。

如果说这节课只停留在让学生背完课文就结束的话，学生的
情感就不会深入。在课后我让学生阅读补充材料《国旗歌》，
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欣赏北京的美丽风
光，并配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再次激发了学生的热
爱北京首都，热爱国旗的思想感情，让他们的情感得以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