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1 

  在本课教学中，我吸取《骑牛比赛》中集中出示词语的教训，牢记

生字词的教学要看具体情景，采用边理解课文内容边板书词语，在这个

过程中识记生字、理解词语，感觉效果比较好，但是我又反思，学生对

字词掌握得比较好了，但是对正文的阅读感知又变得比较弱，会不会在

理解课文过程中安排这么个环节，显得有些琐碎？因为识记、理解不是

一句话就带过的东西，常常要停下阅读课文的思路来进行教与学，会不

会破坏了课文的整体感，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另外，

我改正《骑牛比赛》中主持人式的'教学，穿插进行组词、扩词、造句、

说话训练等能力训练，感觉学生积极性较高，都抢着说出自己的词语或

句子，课堂气氛较好。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2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感悟、体验的过程，一个生活的

过程，语文教学就是一个将语文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语文生活情境中，激

活学生本原的语感和语用，在感性的实践过程中发展和形成语文素养。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篇传统革命题材的__，它离学生生活久远，学生

对毛主席是何人都不太了解，在教学中，我想方设法让孩子接近伟人，

体会沙洲坝村民对毛主席的恩情世代不忘的情怀。另外，联想到有不少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家长向我反映孩子在家里任性霸道的表现，这篇课文会是很好的感恩教

育的素材。 

  （一）读为本，把握语文课堂的主题活动 

  我们认为，“读”是语文学习的根本途径，它应该成为语文课堂的

主题活动。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们始终牢牢把握住让“学生进行各种各

样式的读”这条主线组织教学，给予学生读的时间和空间，并借助一定

的方法激发学生阅读的欲望和兴趣。如，揭示课题后，让学生充分地朗

读课题，从读得正确到读出一定的语感；初次接触课文时，让学生选择

自己喜欢朗读的方式进行“读”，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大意；在多次朗读

后，让学生选择自己读得最好的一段话，开展两人竞赛，读出自己的理

解；学习完课文后，补充一定的阅读材料等。这些多角度多形式的“读”

使学生和文本之间展开了较有深度和广度的对话，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

形成和发展。 

  （二）重情赏趣，关注教学过程的情趣体验 

  学生学得主动、有情有趣是本堂课的一个显著特点，40分钟时间的

课堂教学，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积极主动兴致盎然的学习状态之中。这同

老师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情趣体验有很大关系。比如，在朗读

课题的时候，学生把“不忘”读出了重音，老师夸张地称赞：你二十年

都不会忘记了！给学生强烈的成功体验。在进行课文的初次朗读时，故

意“唬”学生：老师不教你们，有没有信心把它读得正确、流利？在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导竞赛性朗读时，老师的“诈错”等，这些富有战色彩的教学策略大大

丰富了学生的情趣体验，使学生的学习显得轻松、主动。 

  （三）强调人文性，重视人文内涵的普遍意义 

  人文内涵的处理，一向是此类课文教学设计最为棘手的难点。一个

突出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偏重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造思想熏

陶的狭隘性，影响了学生对这类__的欣赏和理解。关于人文内涵的渗透，

我们可以从两个我及其来思考：一是渗透怎样的人文精神？二是怎样渗

透人文精神？本课的设计摆脱了“过于推崇领袖人物”的色彩，突出了

“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感受，强调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关爱。让

学生说说“石碑立好后，可能会有哪些人去看？看了以后，又会说些什

么”，学生既体会到了毛主席和八路军的奉献精神，也看到了普通农民

的淳朴和真诚。在怎样渗透人文精神的问题上，我们即尊重了文本又超

越了文本，让学生联系生活，谈谈“我们在享受他人方便的时候，又应

该不忘哪些人”，孩子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他人的深深爱意，激

发出浓浓的感恩之情。 

  （四）立体阅读，补充人物事件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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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给学生提供各类足量的相关背景资

料，实现学生纵向多纬度的立体性阅读，提高阅读革命题材类课文的质

量。本课的补充阅读材料有四类，分别包括：沙洲坝地理环境的简介；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毛主席居住瑞金的历史；八路军在瑞金的故事；沙洲坝人民五次保卫

“井”。这些简短的文字延伸了学生课文阅读的理解和判断。比如，学

生从中知道了“沙洲坝人为什么要挖井吃水”，领悟到“井被反动派破

坏了五次，村里的人都勇敢地把它修好了，村里的人也很伟大。 

  （五）分步识字，落实课程目标的全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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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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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让学生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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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和识字能力记一定量的生字，如不少学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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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散、适时地安排一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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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目的都在于通过反复的“读”达到识记足量的汉字。第三个阶段在课

后复习和小课，采取认读包含生字的课外句子来复习巩固生字的识记；

课文要求书写的 6 个汉字，安排在一节小课中集中完成。 

  我认为，背景材料的介入是没有固定的模式的，可以灵活运用于教

学的各个环节中，但介入的原则必须是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学生于介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入中了解课文背景，丰富文本信息，在思考中走向多元的、立体的、有

价值的学习。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一篇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课文，课文写了毛

主席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井取水，乡亲们为了纪念毛主席于是在井边立

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样

一个故事。 

  由于文本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差甚远，所以在课前我就布置学生

收集有关毛主席的图片资料及小故事，在课堂上交流、反馈，加深对毛

主席的了解，也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水的来之不易，我让学生先了解沙洲

坝的地理环境，出示童谣“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无水洗手帕”。

让学生大声朗读，想象沙洲坝人民没有水生活是多么的`不方便，再让

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缺水带来的烦恼，使孩子们切实体会到沙

洲坝人民生活的不容易。然后抓住“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

方去挑。”这句话，让学生想象情境，练习说话： 

  每当烈日炎炎的时候，乡亲们…… 

  每当寒风刺骨的时候，乡亲们…… 

  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乡亲们……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每当暴雨倾盆的时候，乡亲们…… 

  这样，学生深切的体会到水的来之不易后就更能感受到毛主席和战

士们挖井这一举动给乡亲们带来的方便，以及乡亲们对主席的敬意。从

而深刻地理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然后让学生说说“石碑立好后，可能会有哪些人去看？看了以后，又会

说些什么”。这样，学生既体会到了毛主席和八路军的奉献精神，也看

到了普通农民的淳朴和真诚。 

  同时，在教学时我始终以读为主，让学生从带着问题读到读通、读

顺，到抓住重点词句想象读，让学生充分朗读，静心品味，感受到字里

行间的真情实感，让他们感悟毛主席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

好品质，感悟乡亲们饮水思源的行为。最后由文本联系生活，引导学生

体会现在生活的幸福，谈谈“我们在享受他人方便的时候，又应该不忘

哪些人”，如：“穿衣不忘织布人”、“吃饭不忘种田人”、“住房不

忘建房人”等等，让孩子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他人的深深爱意，

学会感恩，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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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忘记那些先挖井的人。后来，“吃水不忘挖井

人”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并非专指吃水这件事情，它有了比喻意

义，比喻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初创造成果的人，一句话，不忘记根本。课文要告诉我们学生的肯定也

就是它的比喻意思。可是课文所描述的年代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

很遥远了，这样的__孩子们是不喜欢的。孩子们不懂，是因为他们难以

想像当时那样的年代，如果让孩子亲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

有所感触呢？我试着找了些资料，在教学课文时，我让孩子们展现了那

个艰苦的年代：破破烂烂的东西，瘦瘦的人们……我把画面定格在乡亲

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来回走上好远的'路，担回水，画面是神奇的，

孩子们的眼睛争得大大的的，一开始嬉笑的表情没有了，脸上的表情变

了。趁着机会，我引导孩子们从画面中回到课文中，来读课文，理解课

文内容。有了直观的感受，让孩子们来理解：为什么要“吃水不忘挖井

人”？就容易多了，孩子们的思维活跃了，也有话可说了，教学重难点

就这样迎刃而解。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5 

  教学《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时我遇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孩子们对毛主席不够了解。虽然在上课之前，我让孩子们搜集

了有关毛主席的故事，还让他们向自己的父母进行了询问，但是效果并

不明显。当说到“江西”、“领导”、“革命”、“解放”时，孩子们

是一脸的茫然。还有，孩子们对于吃水“难”没有切身的体会。书上写

“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到底多远，多累？现在的

孩子到校都要家长送，即使他对路程有感知，也不会真的累过。于是我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就联系生活实际，让他们说说没有水的麻烦。这下，倒是打开了他们的

话匣子：渴了就没水喝了；没办法煮饭、烧菜；妈妈不好洗衣服了；农

民伯伯种的庄稼都要枯死了。 

  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相隔太遥远了，孩子们生活在 21世纪，对过

去的生活一无所知。生活条件优越的他们，很难理解、想象当时连口水

都喝不上的困苦生活，又不能使用多媒体让学生直观感受，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只能是粗浅的，简略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离学生的生活太远，一年级学生对那

个年代的事情根本不了解，“革命”、“解放”等词语更不知为何物，

作为老师，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这篇课文的语言文字既不优美，也不深刻，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的

话，也是无从下手。 

  这篇课文该怎么上呢？我想了很久，就从这句话入手吧。“村子里

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这句话写出了乡亲们吃水的困难。

这让我想起了我教过的五年级的一篇课文《水》，于是，我拿来那篇课

文的一些资料给孩子们看，一口小小的`井旁，排着长长的队伍，两只

水桶，那是全家人一天要用的水啊！慢慢地孩子们感受到了，体会到了。 

  水是多么重要啊！生命是离不开水的呀！可是，当时的政府没有人

来管这件事，老百姓就一直过着艰难的日子。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毛主席来了，他看到了，就决心为老百姓做事情，他带领战士和乡

亲们挖了一口井。这时，我再让学生想像乡亲们喝着这井里打上来的水，

是怎样一幅欢乐的场面啊！孩子们的想像非常到位，下面是一些孩子的

回答：孩子们笑啊跳啊！欢呼起来：“噢！我们终于有水喝啦！井水好

甜啊！”一位老人握着毛主席的手说；“谢谢你，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的！我还要让我的儿子、孙子都想着你。”听了孩子们的回答，我想，

今天的教学任务我完成了。 

  没有说教，没有灌输，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了毛主席确实为老百姓做

了一件好事，老百姓永远记着他，这就够了。我已经在孩子们幼小的心

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6 

  我们一行六人参加全区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我们学校有选手参

加，选手课讲得非常精彩。我们共听了七节课，其中有一节课是一年级

第七单元的一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通辽的一位选手讲的，

这节课她设计的好，很有新意，但是她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耽

误了时间，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还压堂，叫评委很不满意。 

  这节课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这篇课

文在我看来，内容离学生生活太远，不能吸引学生，学生理解起来有难

度，因此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就没有认真专研教法，只是带领学生读

了几遍，内容理解的少，通过课件叫学生简单的了解当时严重缺水，了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解了毛主席，没有真正走进文本。而这位老师她能吃透教材，能运用已

经学习的知识帮助学生理解。下面我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这节课值得我学

习的地方： 

  一、导入与众不同。 

  上课伊始，她引课时运用学生已经学习过的识字 6，叫学生开火车

读识字 6 的词语，当时大家都认为她在浪费时间，当学生读完识字 6的

词语后，她立刻又出示三个词，它们是“一位伟人、一位战士、一位老

乡”，接下来她用这三个词导入今天这节课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的课

文是一位伟人、一位战士、一位老乡挖井的故事。”话说完就板书课题，

当时我心里就有疑惑，她为什么导入课文这么罗嗦呢？ 

  二、以词解词。 

  当她检查完学生读课文情况以后，开始学习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大

屏幕出示了第一自然段的内容，指名读这一段内容，这段难理解的词特

别多，她会怎样教呢？这时她出示了前边开始时读到三个词语，请你再

读课文把画横线的词和下面的量词连接起来成为一句话，这样设计就降

低了难度，又训练学生说话能力，同时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学们

兴趣一来，立刻把课文中难理解的词和下面的量词连成一句话，达到预

期的效果。 

  三、写字指导有特色。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这位老师在进行写字时，她不是向我们那样，把这篇课文要求写的

字进行指导，她是把生字进行归类，这节课她指导的.都是带有“心字

底的字”，把本册书中出现的带有心字底的字都带进课文，注意观察它

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做到举一反三。她指导生字时叫学生先写一个，

再写一个，写字环节落得实。 

  一节课不可能上的那么完美，一定有不足之处，但我们只有取长补

短，自己的课堂才能少一些遗憾，多一些精彩。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7 

  《吃水不忘挖井人》是篇传统革命题材的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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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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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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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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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吃水不忘挖井人》教学反思 8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江西

领导革命时帮助乡亲们挖水井，解决了吃水困难。解放后，乡亲们在井

边立碑，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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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吃水不忘挖井

人”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并非专指吃水这件事情，它有了比喻意

义，比喻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

初创造成果的人，一句话，不忘记根本。课文要告诉我们学生的肯定也

就是它的比喻意思。可是课文所描述的年代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来

说，都很远了，何况我们的学生，他们更是生在幸福中，长在幸福里，

他们根本不能明白，这样的__孩子们是不喜欢的，他们更喜欢的是《小

松树和大松树》这样的充满寓言色彩的故事，他们爱读，更爱表演。 

  怎么办？怎样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呢？反复备课后都觉得不行，就凭

单调的朗读来理解，告诉孩子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比喻享受别人的劳

动成果，得到好处，不忘记它的由来，不忘记当初创造成果的人，一句

话，不忘记根本”，肯定不行的。 

  孩子们不懂，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当时那样的年代，如果让孩子亲

眼看看那样的年代，会不会对他们有所感触呢？我试着找了些资料，在

教学课文时，我让学生们展现了那个艰苦的年代：破破烂烂的'东西、

瘦瘦的人们……我把画面定格在乡亲们为了吃水，挑着担子，来回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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