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 一
年级语文教学反思(优质8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优秀的总结都
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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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学生第一次接触拼音，就是认读６个单韵母。如何教好这部
分内容，让学生喜欢上拼音。我觉得关键是要激发起学生学
习拼音的兴趣。教学时，我从学生的生理特点和接受能力出
发，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１、从学生掌握情况来看，这一课安排的内容有点紧，学生
在读的时候不能马上拼出这些音节。

２、这样的'内容安排不利于b、p、m、f与带声调的a、o、i、u相
拼，可能有点脱节的感觉。

这节课总体安排还比较合适，时间上把握的也比较好。就是
没有轻松一点的游戏，上课时气氛不是很好，有点沉闷。在
讲故事的时候引导的也还不够，只是让学生自己讲，而没有
加以引导。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本节课我特意创设了一个虚拟的情境——故意用增、删、改
等方法“篡改”课文12处，再制成朗读录音，让学生挑
刺，“帮助”老师找出错误所在，利用商讨策略，先合上课
本倾听，再翻开课本边听边看，边思边辩边演，为服务学生
学习，引导学生对文中人物、事件形成“自己的感受和想



法”，并“在阅读中积累词语”提供了放矢之“的”。

六七岁的孩子上课易于疲劳，有意注意不能持久，教师通过
情境创设，让学生给“权威”挑毛病，在“助人为乐”中成
了真正的“发现者”，通过近似竞赛的教学活动，激发了学
生的内驱力和学习兴趣，创造了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
自由轻松的学习气氛，有效地提高了注意力。教学中，师生
之间、教学内容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感消除了，具有争强好
胜特点的学生们的探索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了最大
的满足，形成了“紧张而活跃”的高潮气氛，提高了教学的
效率和质量。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
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
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该尊重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平平搭积木》这篇课文以小见大，
从搭积木出发，揭示了平平心中有他人的美好品质。其内容
和语言都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对学生有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作用。课文内容很好理解，关键是引导学生透过文本感悟课
文内涵。

首先，扫清字词障碍，为学文做铺垫。指导学生识字、写字
仍是本课重点。学生先初读课文，在读文过程中圈出本课生
字、生词，先用自己的方法识记，然后交流识字方法，在交
流中加深印象。

其次，通过语言文字品味文本内涵。

在指导学生准确、流利朗读课文之后，我引导学生交
流：“平平搭了几间房？”“四间。”“这四间房都给谁
住？”“一间给爷爷和他的书住；一间给奶奶和平平住；一
间给爸爸妈妈住。”“还有一间给谁住呢？”“给没有房子



的人住。”“哪些人没有房子住？”“孤寡老人”、“流浪
汉”、“没有父母的孩子”、“灾区的人”……“从这里你
觉得平平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有爱心的孩子。”“是呀，
平平不仅爱家人，还爱其他人，如果平平现在又搭了许多房
子，你说他会让哪些人来住呢？”在师生对话的过程中启迪
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情感。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而本课的教
学就是要通过感情朗读等手段，让学生走进文本，与雨点一
起来体验池水的平静、溪流的潺缓，江水的奔腾不息、大海
的波涛汹涌，从而感受语言的韵律美。

在教学本课时，为了让学生对本课产生兴趣，让学生走进文
本，让文本走进学生的心里，我运用课件，使“雨点”成为
了一个会睡觉、会散步、会奔跑、会跳跃的灵性的“人”，
拉近了孩子与雨点的距离，使他们一同旅行，共同体验历尽
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大海妈妈怀里时的喜悦，并通过朗读来
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朗读也较到位，在读中体现
了自己对“睡觉”、“散步”、“奔跑”、“跳跃”等词的
理解，教学效果较好。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在课上让孩子
做课外延伸：也当小诗人，想象雨点还会落到哪儿，怎么样。
这是一个遗憾。

另外，在教学中，我发现由于自己平时对学生的`朗读训练不
够，本班学生的朗读能力欠佳。今后，我将在教学中加强对
学生的朗读能力的培养。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一年级要求学生的识字量特别多,识字教学又是整个小学低年



级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学好语文及其他学科的基础,是
教学的难点。怎样能让本身有基础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让
基础较差的孩子尽快的掌握识字方法呢?我联系教学实际,进
行了反思。

预习是专为学习新知识做准备的。为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
在上新课前，我要求学生预习生字。首先，我让学生借助拼
音初读课文，在初读的过程中学生基本上读准了字音；其次，
我让学生看课后有几个生字，并要求他们从文中一个一个地
找出来圈出并拼读。这样，通过预习，学生获得了学习生字
的.主动权，也为课堂上学习生字做好了心理准备。

让学生读课文时注意圈过的字的读音，再把和生字相连的词
语画出来，多读几遍，最后让学生给生字口头扩词，这一环
节很重要，由于学生年龄小，学生有时组词只跟音，组的词
不对，这时需要老师及时更正。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唐老鸭新传》讲述了唐老鸭将丰满漂亮的羽毛卖了之后游
泳差点淹死的故事，文章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让学生懂得不
该为钱而失去珍贵的东西，不能一味地追求金钱的道理，含
义深刻。根据单元目标和要求，我在师傅和教研组老师们的
帮助下,分析了教材的内容，再联系一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
制订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回顾整堂课的教学，学生学习兴趣
浓郁，学习热情较高，基本上达到了教学目标。

语文教学应当充满情趣、充满乐趣、充满活力。尤其是在识
字部分，怎样能把枯燥的识字教学使学生饶有兴趣地学，激
发他们自主学习的乐趣呢？我力求能使学生在有趣的环境中
学习生字，生字不必面面俱到，但是要各有侧
重：“沉”“救命”“而”“失”关注读音；“买卖”这对
反义词作字义上的比较；“店”复习部首，笔画规则；“珍
贵”重在字形上的指导，与字义的渗透。



立足文本，在阅读中理解文本，在理解基础上指导朗读，在
指导朗读吆喝声与唐老鸭心想的.句子时，我不忙着让学生直
接练读，而是从“唐老鸭怎么会想要卖掉羽毛”出发，在了
解原因后，体会到吆喝声的吸引人及唐老鸭的心情后，再指
导朗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说话训练的培养很重要，它能为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书面
写作文打下良好的基础。本课中，我主要设计了两次说话练
习，第一次整体感知环节通过老师板书将学生零散的信息整
合起来，让学生根据板书说说故事；第二次在揭晓唐老鸭卖
掉羽毛的原因时，通过根据“因为---所以----”句式，用上
关键词，学着老师的样子说一说。低年级儿童生活经验少,词
汇贫乏,很难讲出完整的句子，所以我创设了坡度，通过关键
词，师范说，小老师说等形式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课后的研讨活动中，陆老师对于一年级第二学期的目标作
了明确的阐述，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教师在以后的教学
中有了一定的方向。在同伴们的畅所欲言中，我细细反思，
觉得还有许多不够的地方：

1、字词教学应落到实处，学扎实

2、识字是一年级语文学习的主要任务，也是难点所在。识字
是学习的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过一个学期的识
字教学，学生对识字有了一些基本的方法，需要教师在学习
过程中加以引导归类，从模糊到清晰。本课的9个生字，借助
丰富的语言环境，根据音形义各有侧重，基本上学生能够掌
握。但对于“买卖”一词，我注重在字义上的比较，却忽略
了这对词字形上的联系，造成混淆的结果。在今后的教学实
践中，对于这类易混淆的形近字在新授时就该给学生一个清
晰的印象，踏实地学扎实。

引导欠缺方法，操之过急



俗话说：变化赶不上计划，预设与实际总有一段距离。在学
习唐老鸭卖羽毛的两个原因时，我原先预设的是第二个“买
大衣，饱餐一顿”学生较能答出，然后引导至第一个原因。
出乎意料的，学生反而将第一个原因较好地表达，而对于第
二个原因直接说成是为了钱，我没有适时地追问下去，“他
要这个钱干吗？”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而是通过教师的语
言将第二个原因揭晓，操之过急了。

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各方面发展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的一切教学行为都是为了学生更好
的发展。回顾课堂实践，我给学生说的机会太少，一些学生
能自己说的比如学习生字读音上注意的点或是一些记字的方
法要给他们机会说，教师从旁补充或指导归类小结，起到画
龙点睛之用。自己悟出来的道理总是印象特别深刻，教师应
该引导学生思考的方向，有选择性的放手让他们更自主地学，
更聪明地学。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七

《水乡歌》是一首诗歌，歌颂了水乡的秀丽风光和幸福美好
的生活。全诗共三小节，每一个小节的字数相等，结构相似，
富有鲜明的节奏感与和谐的韵律美。

教学本文时，我从整体入手。先请学生自由读文，说说知道
了些什么。小组讨论，推选代表发言。然后再读课文，思考：
哪些词语可以说明水乡“水多、船多、歌多”?全班交流，抓
住关键词句理解诗歌内容，并相机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教学
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我想这首诗歌结构上的特点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继续挖掘，
所以我就请学生思考：课文的三小节在语言文字排列上有何
特点?学生的'回答很似乎我的意料。答案如下：

生：这三小节的第一句都是“水乡什么多”?



生：这三小节的开头都是问答式。前面提问题，后面做了回
答。

生：每一小节后面的三行都是具体地写“水多、船多、歌
多”。

生：三小节里面都有“千(什么)万(什么)”说明多。

生：前后的词一样，如千条渠万条河、千只船万只驳、千首
曲万首歌……

听到学生这些精彩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惊喜。有的答案都是
我未曾想到的，而他们不过是八岁的孩子!

真的，不要低估了孩子的思维能力!新课程让我们擦亮了眼睛

一年级语文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八

《比一比》的教学主要是让孩子正确使用量词。在前阶段的
教学工作中，或多或少都有对量词教学的渗透，所以学生
对“量词”还是比较熟悉的。

在课堂教学中，完成教材的教学任务后，我又让学生找一找
教室里有哪些量词。“一块黑板，一台录音机，一台饮水机，
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扇窗户，一个水杯……”
孩子们的眼睛快速地搜寻着教室里的事物，然后选择合适的
量词再表述出来。特别喜欢孩子认真时的表情，高高地举着
稚嫩的'小手，看着他们渴望表达自己的发现的眼神，觉得自
己都被感染了。

课后，我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孩子自己回家去找找量词，
当个量词小专家。第二天检查发现，孩子都把自己找的量词
写下来了，并且找得还不少。他们争先恐后地拿来给我看他
们的“战利品”，告诉我昨天找量词时的一些趣事。当然，



我就一个个给他们封了“量词小专家”。只可惜最近教学进
度很快，几乎是每天一课在上，所以没有专门抽出时间来让
孩子来汇报一下他们的发现和积累。在这几个月的教学过程
中发现，及时的反馈与积累很有利于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促
使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