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模板5
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关于总结
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篇一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参与活动的意识。本节教
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教师
能深入学生心里，采用同学们最喜欢的谜语来导入活动。在
生字教学中，通过猜字谜，让学生给生字编谜语，同学们的
兴趣更浓了。激发探究的兴趣是教学成功的关键，我很成功
地把学生引入到课堂情境中来，学生们积极主动参与。

2、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实践性。

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在课前，老师就布置同学们认
识鸟蛋。上课自己找记忆生字、生词的方法，达到自求探知
的目的。同学们互相帮助，共同记忆，再由老师解决共同存
在的问题。

本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展示学生的理解能力、动手能
力、参与能力。打破了以往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解决问题，真正体现愉快教
学的特点，适应素质教育的新课堂。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篇二

这节课我紧紧把握“知识与能力，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学生采用合作，
自主的学习方式，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较好，注重培养
学生观察、想像能力，陶冶了学生的情操，让学生学会欣赏
美的自然现象。创新智能落实到了具体的过程中，保护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这节课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师应从“适应学生的角度出
发”，发挥主导作用，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在“实”字上
下功夫，求效益，这很重要。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受
到了美的熏陶，收获不小。教学相长，这其中的快乐，只有
自己知道。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篇三

虽然工作有十几年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教一年级。开学快
一个月了，孩子们的课堂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说一
年级新生入学第一个月里行为习惯很差，尤其是课堂常规更
是不堪入目。所以开学前段时间必须抓好课堂常规教学，孩
子们由幼儿园以游戏为主的学校生活一下子转移为以学习文
化知识为主的学校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很难适应，尤其是要
端端正正地在座位坐40分钟对孩子来说，确实很不容易。

加上我以前一直接触的是高年级的孩子，对于低年级孩子的
教育，还真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开始，所以一开始有很大的不
适应。特别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也没对孩子进行很好的
课堂常规教育。致使后来对他们的常规训练，感到非常的吃
力。

上次在育英小学听了罗老师执教一年级的课，学到了不少。
课后她介绍了课堂常规教学的经验，她提出面对常规训练还
不是很好的课堂，大声呵斥、严厉批评、讲大道理这些没有
多大的用，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明白甚至听不懂，这时我们就
应选择一年级孩子乐于接受的方法由浅入深的进行课堂常规
教育。如：



一、培养个人荣誉感，榜样激励。

刚入一年级的孩子毕竟还小，对于培养集体感头脑中没有概
念，而相反对于荣誉感却又明确的感念。比如：老师一句表
扬的话语，一个激励的眼神会是他喜形于色。回到家里还会
像爸爸妈妈炫耀被老师表扬，其他同学也会非常羡慕。我们
要抓住孩子这个特点对他们多表扬少批评。

二、规范个人行为，明确要求。

在孩子能够明白上课要坐在座位上并认真听老师讲课后，此
时我们要用一些儿歌来渗透。如：上课可以读儿歌小手放桌
上，小脚要放平，两眼看老师，小耳朵认真听。等等。这样
把对孩子们的习惯养成编成儿歌，可以使孩子明白应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不知不觉行为习惯得到了规范。

三、追求意识，强化训练。

在培养孩子荣誉感和明确要求以后，可以逐步培养孩子的竞
争意识，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比一比、赛一赛等活动。比
一比哪一组坐得好、积极发言、认真听讲等。在这种竞争意
识的驱使下，孩子们慢慢养成了自觉遵守课堂纪率的好习惯。

听了以后我觉得养成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艰苦的、长期
的教学过程，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我会时刻的去关注孩子
的常规教育。虽然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但我相信，只要坚
持不懈的努力下去，一定能够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轻松愉快而
又比较安静的教学环境中健康成长。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篇四

这节课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在教学过程中，
尤其注意给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充分发展的空间。



特色一：动画片的设置非常成功。不仅巧妙地导入了新课，
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习性趣，有了美好的情感体验，
而且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声情并茂的动画片，使学
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特色二：重视对学生的朗读训练。把教与学的主要活动放
在“读”上：初读入情—读中悟情—想中悟情。整个课堂书
声琅琅，体现了语文教学的情感性、人文性、综合性。

特色三：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训练。通过落实三维目标，初步
培养了学生的求证思维能力、再现思维能力、直觉思维能力、
形象思维能力、求同思维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

一年级语文成绩分析总结与反思篇五

这节课是新教材第二册的内容，它涉及到“综合・探索”这
一学习领域。

这节课中，孩子们通过体验、创造，不仅学会了画各式房屋，
还学会了怎样辨识方向，也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孩
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结束了这一课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