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悯农的课后反思 悯农的教学反
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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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悯农的课后反思篇一

本此公开课的我选择的是《悯农》一首古诗。根据大班孩子
的年龄特征，已经可以适当的进行了，为了避免古诗的枯燥。
所以，首先，我以图片的形式先引出这首古诗，再逐一给孩
子们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加入自制乐器，让孩子
们根据古诗的节奏来演奏乐器，最后伴随着《悯农》的音乐，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模仿农民伯伯在地里干活的情景。整节课
上下来，孩子们倒是很活跃，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却清楚的
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2、目标的侧重点不明确：古诗具体内容没有讲解清楚，有些
诗句解释的不到位。而且还遗漏的`一个环节，都没有和幼儿
说明是要干什么，突然就放音乐，弄得孩子们都反应了好一
会儿呢。

这一次的公开活动对我的意义很大，使我受益颇多。经历就
是经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相信只要我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就能收获成功，收获喜悦！

悯农的教学反思8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两三岁的小孩都会背诵，因此，
读背并不难，关键是要从中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懂得从



小要爱惜粮食。为此，我在设计时围绕一个“辛苦”，从帮
老师解决难题引出“辛苦”，看图了解“辛苦”，到读诗句
感受“辛苦”，从而把学生并不容易体会到的“辛苦”突破
了。

1、开头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并乐
于去解决。

2、现了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生字的学习，诗句的感悟，
全是学生自主观察，学习。

3、通过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快乐学习。

4、如果能从生活中找到相关的照片，录象资料，或让学生联
系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将更能从心灵上让学生受到教育。

5、朗读的指导还要更细致。

悯农的课后反思篇二

1、开头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并乐
于去解决。

2、现了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生字的学习，诗句的感悟，
全是学生自主观察，学习。

3、通过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快乐学习。

4、如果能从生活中找到相关的照片，录象资料，或让学生联
系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将更能从心灵上让学生受到教育。

5、朗读的指导还要更细致。



悯农的课后反思篇三

《悯农》是唐朝诗人李绅所作， 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
描述了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
到禾苗下的泥土中。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
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
不易，表达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这首
诗告诉了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这首诗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认识生字、书写生字，读
通、读顺、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要让孩子认
识到“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让他
们同情辛勤劳动的农民，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愤慨。 我在
教学《悯农》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多媒体引导学生说了两
次话。一开始我出示幻灯片（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草，
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说的
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很大
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孩子
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诗文
做下了铺垫。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紧相伴的。古代的
诗是可以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
因为古诗短小孩子们从小就听熟或背熟了，在教学中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她们能在自己熟悉的歌词中获得更多的
体验。同时，结合古诗句的特征、语气、语调，培养儿童对
节奏的表现和创造能力。

《悯农》教学反思11

一首古诗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不论对于我们老师还
是孩子都是很难理解的东西，尤其是刚升入大班的孩子在不
理解意思的情况下学古诗就更不容易了。



《悯农》这首诗主要是要孩子同情劳动人民，知道农民的辛
苦，珍惜粮食。于是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画了一
个极其干瘦的农民伯伯，一手拿锄头，另一手拿毛巾在擦汗。
天空中有一个火辣辣的太阳，农民伯伯的.身边都是禾苗。首
先让幼儿观察，画面上都有什么，太阳是什么样的，禾苗是
什么样的，农民伯伯又瘦又老，看上去很辛苦。认真的描述
一番后在孩子的心中就有了一些印象。但在这里忽视了一点，
看图时应让孩子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观察，养成良
好的观察习惯。

学古诗时，老师先泛读，然后教幼儿一句一句地读。读古诗
时教幼儿怎样断句，怎样读有韵律，看着孩子们摇着小脑袋
学着我的样子背古诗，我真是从心里喜欢他们。但在学习的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刚接新班，我对孩子们还不是
很了解，他们也不太习惯我的教学方法，相信互相了解后会
有更好的教学效果。

悯农的课后反思篇四

《读数、写数》这部分内容主要教学10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20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这节课我最满意的地方是学生原有的有关数位和读数、
写数的知识基础比较扎实，教学很顺利，和我的课前欲设基
本吻合。于是我把重点放在了知识的拓展和提升上。最后我
利用课前学生自制的数位表和数字卡片进行练习巩固。在此
我给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探究的空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
首先让学生在数位表上摆出我说的数字，他们各个跃跃欲试，
兴趣盎然，就连平时不爱发言的孩子也高高地举起了手，并
且正确读、摆出了数，看到他们脸上甜蜜的微笑，我真的好
高兴。

不够好的地方：

一、提问时语言不够规范



如在让学生一根一根数小棒,数够10根,引导他们说出10里面
有多少个1时,我应该问:10根小棒里含有多少个1根?这样学生
会很明白地说出10里面有10个1.而我问的是:10根是多少?这
样就比较含糊.

二、板书不够规范

在板书数位顺序表时,应该板书成:十位 个位,而不应该板书:
十 个,这样的话,学生会把数位和计数单位搞浑的.

三、在练习时让学生先写数后再读数可能会更好，学生通过
观察计数器更直观的将数写出来 ，然后再进行读数。

悯农的课后反思篇五

《悯农》是唐朝诗人李绅所作,全诗共四句，语言朴实无华，
描述了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禾地里锄草，汗水滴
到禾苗下的泥土中。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每一粒饭都饱含
着农民的辛勤劳动呢！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
不易，表达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感。这首
诗告诉了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这首诗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认识生字，读通、读顺、
背诵诗歌外，还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要让孩子认识到“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让他们同情辛勤
劳动的农民，对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愤慨。

我在教学《悯农》一课时，针对课文内容运用挂图引导学生
说了两次话。一开始我出示挂图（农民正在烈日下给禾苗锄
草，汗水直往下滴），我问：“看到这个画面，你有什么想
说的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提问给了孩子
很大的思维空间，让他们有话可说，既创设了情境，激发了
孩子的学习兴趣，又让他们得到了初步的情感体验，为学习
诗文做下了铺垫。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诗和乐一直是紧紧相伴的。古代的
诗是可以吟唱的.，而古代的乐也总是带有许多诗意和想象。
因为古诗短小孩子们从小就听熟或背熟了，教师在教学中调
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使她们能在自己熟悉的歌词中获得更
多的体验。同时，结合古诗句的特征、语气、语调，培养儿
童对节奏的表现和创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