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折纸帽子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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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折纸帽子教学反思篇一

《劳动的开端》是一篇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艰难生活的文
章，由于文章所处年代与我们较远，学生学起来有一定的难
度。我首先让学文生深度感悟，了解课文的整体内容。再让
学生住抓住学生感受最深得的句子去读，从课文中可以感
受“我”自强自立、刻苦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本课重点内
容是“我”第一次挑煤的经过，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引导学
生抓几个描写时间的词语外，特别抓住本课中的比喻句和写
体会的句子，引导学生细细体会比喻句的用法，进一步体会
这些句子的深刻含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体验，体会
生活的艰难和旧社会人民命运的悲惨。

折纸帽子教学反思篇二

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使学生潜移默化地
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多年来，“文道
结合”已成为发挥语文学科教育性的一条公认的正确途径。
在语文课中怎样才能将“文”与“道”有机地结合起来，让
学生既能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又能受到良好道德品质
的熏陶呢？由于小学生可塑性大、模仿能力强，因而对他们
进行思想教育光靠理论性说教是不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绝
大多数是文艺性课文，其中近百篇是关于领袖、英雄模范、
科学家等人物故事，这些故事中的艺术形象深受，儿童喜爱。
课堂上，如果教师能把抽象的道德标准具体化，通过文中生



动、具体、感人的事例来感染学生，启发学生明理，引导学
生以优秀人物为榜样，对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将大有好
处。因此我在《劳动的开端》一课中做了尝试。

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在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我采
用“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复述课文，了解吴运铎少年时为
了解除“饥饿的威胁”过早地走上艰难的生活道路的事实；
同时，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把一切献给党》，让学生了解吴
运铎的一生，使学生明白少年时代的艰苦劳动为吴运铎的成
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起吴运铎的高大形
象，并以他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成从小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同时也使学生的道德情操得到了培养。

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各有特点的学生。教师要熟知
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及学习特点，正确对待学生学习中的差
异性，真正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允许不同水平的
学生选择不同的起点，鼓励学生沿着阶梯尽力向上“攀登”，
使不同水平学生都得到发展。因此在教学《劳动的开端》一
课时，为了使学生加深对文章中心的理解，根据学生认知的
差异，我设计了阶梯式练习。

1、基础题：课文写了作者几次挑煤的事，其中详写了哪一次，
这样详写为了说明什么？

2、弹性题：根据生活实际比较作者与我们的少年生活有什么
不同？

3、发展题：以《我也12岁》为题写一篇读后感。这样的练习，
考虑到了每个层面学生的实际情况，使每个学生都享受到成
功的喜悦，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学科特点和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在课堂上创设“问题的情境”，激发学生深层次的兴趣，教



给学生一定的思维和探究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其这
方面主体意识，让学生通过内心的体验，体会到“思”之乐，
从而转变学习观念。

因此在教学《劳动的开端》一课时，我先创设情境，出示课
件把学生带入情境，让学生观察图片，说说从图片中你体会
到了什么？学生通过观察，体会到作者挑煤的艰难，然后再
读课文，把学生带入作者描写的情境中去，这样让学生感受
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受到教育，让学生经历一次由感知文
字到感受情感的心理变化过程，促使学生自己品出文章
的“味”、悟出文章的“情”来。

折纸帽子教学反思篇三

本文讲述了他童年时代因受饥饿的威胁，被迫走上谋生道
路――第一次挑煤的经过。重点是了解“我”第一次挑煤的
艰难历程，体会旧社会穷人生活的艰难；难点是引导学生体
会旧社会穷人生活的艰难。

一、课前准备，为教学活动作铺垫。

课文描述的时代背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隔很远，课前布置
学生查阅一些有关旧社会穷人生活艰难的小故事，以及有关
作者的资料。这样可以帮助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也
可以帮助学生领悟文章的中心。因此，在课前我布置学生预
习，根据自己的需要查找一些有关旧社会穷人生活艰难的小
故事，以及有关作者的资料。家里有电脑的学生通过网络搜
集了很多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乐思良还拿来了一本吴运铎写的
《把一切献给党》。

整体把握课文。在讲解时，我先让学生找出文章的中心词，
后问：课文哪些地方写出了我的艰难？整堂课就围绕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整体性，进而提高学生整
体把握课文的能力。



在教学“我”第一次挑煤的情景的段落时，我采取以读代讲
的教学方法，腾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朗读。通过默读、自读、
品读……多种朗读的形式，让学生在读中理解文章内容，在
读中感悟文章的中心。在学生体会到“我”第一次挑煤的艰
辛时，再让学生在课文中找出能体现“我”第一次挑煤的艰
辛的语句。然后让学生找出课文最令自己感动的语句谈体会。
如有的找出“我看见比我大点的穷孩子都去挑煤，也打算靠
自己的力气挣几个钱”；有的学生是找“这山原来没有路，
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我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
晃荡，像是打秋千。”有的学生找的却是：“妈妈，不要紧，
我明天还去挑。”还有的学生找“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胆
子从左肩移到右肩，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换去，两个肩膀
都吃不住劲了，只好停下来歇歇。”……而且同一个句子，
学生的感受也不同。如“我看见比我大点的穷孩子都去挑煤，
也打算靠自己的力气挣几个钱。”有的同学说：“我体会到
作者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懂得要赚钱，为爸
爸、妈妈减轻负担。”有的同学却说：“我体会到作者是个
有责任感的孩子，他认为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责任赚钱维
持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却说：“读了这一句，我体会到
旧社会有很多穷人家。”有的同学说：“我体会到旧社会，
穷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学生对文本的
自我感悟，有助于与文本和作者产生思想的共鸣。

折纸帽子教学反思篇四

劳动最光荣以其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在街头巷尾广为传唱。
孩子们耳濡目染，在幼儿园常常是一人唱，大家和，而且唱
得有板有眼，尽管他们对歌词似懂非懂，但依然乐此不彼。

整个活动我抓住理解歌词、感受乐曲欢快的旋律及体验歌曲
情绪变化这三方面进行欣赏。所以在目标的安排上我也遵循
了以上三点进行制定：

（1）欣赏歌曲，感受乐曲欢快的旋律。



（2）尝试运用语言、动作、表情等方面，大胆表达对歌曲的
理解。

（3）激励从小幼儿爱劳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做一个快乐的
娃娃。

整个活动因为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出发，从生活中选择了幼儿
熟悉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兴趣较高，在活动中也显得比较主
动、积极。在活动能够中，老师和幼儿的关系的平等的，整
个活动氛围是轻松的、快乐的，但整个活动安排的"量"较多，
以至于在体验歌曲情绪这一环节中幼儿体验得不够深入，教
师引导得也不够。可以将感受乐曲欢快的旋律和体验情绪相
结合，进行分段欣赏，让幼儿一段一段欣赏，教师分段营造
氛围，进行分析、让幼儿创造性地去表现，这样就可以为后
面的完整体验作好铺垫了。

活动中，我让幼儿仔细倾听、观看老师表演，看看老师的表
情和情绪将会有什么变化？幼儿反问："老师，什么叫情
绪？"孩子的问题却将我难住了，在活动能够中没有给予正确
的答案。活动后，觉得有些专业术语在活动中可以不必出现，
"情绪"一词解释起来比较抽象，孩子可能不易理解，如果活
动中教师不用说出，就不会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了。

折纸帽子教学反思篇五

虽我在教学课文的几句比喻句时，让学生进行大信息量的讨
论和朗读，但还有学生对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存在概念不清
现象，所以教学时教师的主导地位还是不能丢。如学生在学习
“这山原来没有路，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一步三滑，
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打秋千。”这一句时，很多学生
简单地认为把“煤筐”比作“打秋千”。

这里应引导学生从整个环境出发，我让学生上台进行表演后，
学生才有所思考，是把“挑在肩上来回晃荡的煤筐”比



作“打秋千”。这样通过情境演示，让学生更贴切地理解，
从而更好地理解比喻句深刻的含义。

另外在学习母子之间的对话时，学生一开始还没有体会到这
些对话和我们平时的对话之间的不同之处。教师要多次范读
和学生的多次多样朗读相结合，我在这个环节上设计了一个
假设，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跟学生生活实际也有关系)，
是否能在教师范读后直接提问：作者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说
的话有什么不同?也许效果会好些。

所以在课文教学中，应努力联系学生实际生活，激发学生兴
趣，避免大量烦琐重复的问题。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习字词，
掌握学法，领会中心，也应重视课文中字词句的学习对习作
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使学习过程既重学法，又重运用，
使双基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