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
(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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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篇一

在教学这一课时，总觉得学生对毛主席那种为人民着想、为
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好品质的感情，学生感悟不深。因为毛
主席的年代离我们的学生太远了，他们未曾目睹炮火硝烟，
未曾品尝贫穷落后。他们生活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代。
加上我们这里用水很方便的，家家都有自己打的井，因此，
学生对老百姓立碑纪念毛主席的行动感受不深。

如何突破这个难点呢？我是这样做的：

我播放了一段江西老表去老远地方打水，以及老表们在一口
脏兮兮的池塘里洗衣、洗菜视频，让学生在视觉上引起感想。

创设情境，老师当记者，学生当乡亲，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井
旁立块碑呢？那我们来帮井取个名字吧？在小组内讨论一下，
并说出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交流“革命井”因为在革命时
期挖的。“毛战乡井，因为是毛主席带领战士们和乡亲们挖
的。”“我们小组取的井名是主席井、清甜井、团结井、忆
井……”通过这样的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加深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从而使学生对乡亲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
念之情体会的更深一些吧！

最后，补充《红井》这一故事，升华学生的感情。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篇二

让孩子动情：毛主席的名字学生都较为熟悉，开始我害怕上
这样一些伟人、名人的文章，觉得跟孩子们的时代背景、文
化底蕴相差太大，甚至觉得没必要选入教材中。偶然间我发
现我们班孩子模仿“奥特曼”的游戏，很多男生谈到长大的
愿望就是成为奥特曼，为什么学生会如此喜欢它呢——那是
因为“奥特曼”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
就不能利用孩子崇拜英雄、真诚善良、易受熏陶感染的特点，
把我们文章中的人物也成为孩子心中模仿的英雄呢？让孩子
学习自己喜欢的英雄故事，肯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
此看来，孩子在课堂上是否动情了是上好这类文章的关键。

如何让孩子动情呢？在第一课时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树立
形象，在导入课文时我非常庄严、神圣地介绍人物，如生平、
事迹、别人对他的评价等等，让学生对人物肃然起敬，帮助
学生增加对课文背景及相关内容的.了解，激起他们内心深处
为人物人格震撼这样一种情味感和学习的强烈欲望。在第二
课时的教学中，我再加以朗读指导，最后把学生对生活的感
受带进课堂，实现情感的迁移，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课文
的基调，训练表达，培养语感，渗透情感和价值观教育。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篇三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篇传统革命题材的文章，它与我们现
在的生活有些距离，学生比较难以想象。在教学中，我设法
让孩子了解伟人，体会沙洲坝村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恩情世代
不忘的情怀。

一、教学效果：

让学生学会感恩，想象练说课文最后在碑文“吃水不忘挖井
人，时刻想念毛泽东主席”中升华。学生在个性化阅读中，
认知经验的限制，他们的理解、体验往往不能一步到位。于



是我问学生沙洲坝人们有了这口井会干哪些事？借以带给学
生几种人物，村妇、农妇、行人，把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
进阅读中来，从多角度、多层次交流中感受这口井给人们生
活带来的便利，与当初沙洲坝吃水难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从
心中涌起感谢毛泽东主席的情怀。“吃水不忘挖井人”真正
成为学生感于内而发于外的现实语言。

二、成功之处：

随文分散识字是课程标准低段识字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解决“识”和“写”的问题上，我校采取了“分散识字、
集中书写”的原则，即教材要求学生会认的字，我们透过多
次的呈现分阶段识记；要求学生正确书写的字，我们一般安
排一个相对集中的时光让学生书写。就本课而言，笔者主要
分三个阶段完成识字的任务。第一阶段在课前预习，学生根
据各自的知识水平和识字潜力记必须量的生字，如不少学生
透过预习记住了想念的“念”、战士的“士”、井水
的“井”等。第二阶段在课堂教学，老师结合相应的教学资
料，分散、适时地安排必须量的识字教学。如，开课时，指
导学生多次朗读课题，旨在认识生字“忘”“挖”和“井”；
进行重点性的朗读指导时，老师特意挑选生字相对集中的第
二自然段；结束教学前，让学生多次大声朗读课文中的碑文
等，其目的都在于透过反复的“读”到达识记足量的汉字。

三、不足之处：

革命题材课文叙述的故事与当今儿童的生活体验存在比较大
的距离，学生阅读课文的行为实际上是横向单一的平面性阅
读，它给予学生的阅读信息比较少。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篇四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篇传统革命题材的文章，它与我们现
在的生活有些距离，学生比较难以想象。在教学中，我设法



让孩子了解伟人，体会沙洲坝村民对毛主席的恩情世代不忘
的情怀。

让学生学会感恩，想象练说课文最后在碑文“吃水不忘挖井
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中升华。学生在个性化阅读中，认知
经验的限制，他们的理解、体验往往不能一步到位。于是我
问学生沙洲坝人们有了这口井会干哪些事？借以带给学生几
种人物，村妇、农妇、行人，把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进阅
读中来，从多角度、多层次交流中感受这口井给人们生活带
来的便利，与当初沙洲坝吃水难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从心中
涌起感谢毛主席的情怀。“吃水不忘挖井人”真正成为学生
感于内而发于外的现实语言。

随文分散识字是课程标准低段识字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解决“识”和“写”的问题上，我校采取了“分散识字、
集中书写”的原则，即教材要求学生会认的字，我们透过多
次的呈现分阶段识记；要求学生正确书写的字，我们一般安
排一个相对集中的时光让学生书写。就本课而言，笔者主要
分三个阶段完成识字的任务。第一阶段在课前预习，学生根
据各自的知识水平和识字潜力记必须量的生字，如不少学生
透过预习记住了想念的“念”、战士的“士”、井水
的“井”等。第二阶段在课堂教学，老师结合相应的教学资
料，分散、适时地安排必须量的识字教学。如，开课时，指
导学生多次朗读课题，旨在认识生字“忘”“挖”和“井”；
进行重点性的朗读指导时，老师特意挑选生字相对集中的第
二自然段；结束教学前，让学生多次大声朗读课文中的碑文
等，其目的都在于透过反复的“读”到达识记足量的汉字。

革命题材课文叙述的故事与当今儿童的生活体验存在比较大
的距离，学生阅读课文的行为实际上是横向单一的平面性阅
读，它给予学生的阅读信息比较少。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不足及优点篇五

这节课的内容跟学生的生活实际离得较远，现在的学生对那
一段历史的'了解知之甚少，在学时学生很容易觉得没意
思。“吃水不忘挖井人”，本来意思上是我们每天从井里取
水上来饮用，享受劳动成果，但是不能忘记那起先挖井的人。

从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快回到了那个缺水的时代，想
象到他们没有水用的困难，还想到要吃水，不仅仅是困难，
可能还会付出生命的待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