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 彩色的翅膀教学反思
(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一

“观照”是佛家用语，是五大智慧之一，指“静观世界以智
慧而照见事理。”是“用心光向心中看，向心中照”之意。
而文学批评中常用变换角度审视的方法，帮助读者对作品进
行深入领悟，将其引入语文课堂，是否可以改变小说阅读中
一成不变的“背景交代—情节梳理—形象分析—语言揣摩”
套路呢？课文三千六百多字，是日常阅读量（千字文）的两
三倍，必须一个课时完成；初三学生的小说阅读知识早已具
备，小说阅读经验已然不少，我便由此作了一个尝试，感觉
此课教学还是颇为成功的。成功之处在于：

一、结构清楚，主线分明。围绕如何看待“香菱学诗”的圆
心，展开丰富的多维观照，深入的文本对话。一个“主问
题”串起方方面面，绝不旁逸斜出。

二、资料翔实，运用到位。深入理解文学名著对十几岁的中
学生是很困难的，教师必须在事先研读的基础上，掌握最管
用的资料，或者将资料转换成中学生能接受的方式，以供其
在阅读阻塞处当钥匙用，方可帮助学生释疑解惑。

三、尊重个性，鼓励体验。文学作品阅读最是见仁见智的，
读者往往在变换角度中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这也需要教师给
予极大的尊重与包容。只要合情合理，都应该被肯定。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二

《彩色的翅膀》是一篇略读课文，语言朴实，善于通过一些
重点语句体现海岛战士热爱祖国海岛的感情。课题有两层含
义：一是以彩色的翅膀借代蝴蝶等小昆虫，强调了这些小昆
虫在改造海岛环境，丰富战士生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二是
以彩色的翅膀象征战士丰富多彩，富于革命理想的.生活。在
教学本篇课文时，我着重引导学生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
体会海岛战士热爱海岛，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高尚品德，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在上课开始时，我先出示祖国的行政区域图，让学生知道，
为了保卫祖国，解放军战士就驻守在那些远离大陆，生活条
件十分艰苦的海岛上。然后让学生在反复朗读课文的基础上
着重理解好以下句子进一步体会课文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1、他把他的大提包扔在一边，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纸箱子。

2、他们在岩石下，小路旁，垒出一块块"海岛田"，把从家乡
带来的蔬菜种子，连同自己建岛爱岛的深情一起播种下去。

3、为什么瓜秧开了花不结瓜是水浇得不够，是肥施得不足，
还是土壤根本不行一位雷达兵懂一些农业知识，他找到了答
案：西瓜开了花要授粉。小岛远离大陆，没有蜜蜂，也没有
别的昆虫。西瓜花没授粉，当然结不了瓜。最后，我让学生
反复朗读课文的最后一段话，引导学生理解课题的两层含义，
在此基础上，并尝试让学生谈谈：海岛的今天会是怎样一番
景象。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三

1.

我们在第一单元欣赏了大自然绮丽的风光，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面对如诗如画的风景，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日新月异
的变化，让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感到无比自豪！詹天佑的爱
国精神和卓越才能让我们佩服。季羡林身在德国对祖国母亲
无限眷恋让我们感动。而驻扎在海岛上的边防战士，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也表达着对祖国海岛的热爱。今天让我们一起走
进西沙，走进海岛，去了解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__《彩色
的翅膀》（复习学过的知识，引出本节授课的内容，第一单
元主题是热爱大自然，第二单元主题是热爱祖国，再次提醒
学习单元的主题。）

揭示课题，板书课题后我随机问学生：同学们看到这个题目，
有什么疑问吗？（学生说，翅膀为什么是彩色的？）问得好，
会思考的学生才会学习，让我们带着问题，看一下这篇略读
课文的链接语，请同学们默读，从中找出来学习这篇课文的
要求。同学们很快的就找出来了，一是想一想小高为什么要
把昆虫带往宝石岛？二是交流读完课文后的感受。我又为学
生添加了一个问题，这是一篇记叙文，我们学习记叙文要会
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所以读完课以后，你还要说一说课文
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现在学习这篇课文，我们就有四个问
题要解决。一是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儿？二是小高为什么把
小昆虫带但海岛上来？三是读完课文你有什么感受？还有你
们刚才提出的问题，翅膀为什么是彩色的？（把知识问题化，
让学生明确了本节课学习的目标，阅读文本解决这几个问题）

首先请同学们朗读课文，同桌分段读，注意互相纠正字音，
个别词语不懂得要画出来，读完以后，进行交流，如果还不
懂，就可以向班内其他同学提出。结果同学们读完课文之后，
没有同学提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也许是因为有老师在听课
的缘故吧！我就把“气氛、晕船、拖蔓”这几个词写在黑板
上，让两个学生（3号、4号）站起来读一读，结果他们都读
错了。所以在纠正过这两个字的读音后，为加强记忆我又让
学生用上两个词说一句话。一个学生说的非常好：“在这非
常融洽的气氛中，只见她紧闭着嘴唇，不说话，靠着栏杆，



他原来是晕船了。”（学以致用、略读课文也不可忽视词语
的学习个积累）

解决了字词问题后，我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再想一想课文
写了一件什么事？（课标要求高年级学生要会快速浏览文章，
要能概括文章的意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学生学
会概括文章的方法。我先让学生找出本课的人物，再看他做
了什么。最后有两三个学生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
了。（海防战士小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把小昆虫带到海
岛上来，为海岛瓜果蔬菜授粉的故事。）之后我随机又问了
一个问题，小高是怎样把小昆虫带到海岛的？学生很快在文
中找到了关键语句，就是写小高把大提包扔在一边，把小纸
箱抱在怀里边的那句话，并且从这句话中读出了小昆虫在小
高心中地位很重要，爱小昆虫就是爱海岛啊！

接下来思考战士小高为什么要把小昆虫带到海岛上来呢？我
发现每组的一号和二号同学马上就找到了答案，但是其他同
学还在犹豫，于是我让学生小组内交流讨论，短短两分钟之
后，每个小组的同学都明白了原因。（不可小看合作学习，
兵教兵效果显著）

那么，读过这篇课文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解决这
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求学生，在文中找出关键语句并且画出
来，把自己的感受在旁边批注，一会儿和大家分享。（抓住
关键语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这是本单元导读中的一个学习
要求）然后就围绕着站边防战士爱海岛，在文中找出来有关
的语句，学生边读边体会，尤其是品尝西瓜那一段，连
连“捏”“闻”“咬”等一系列动词，边读边做动作，深深
体会到了海岛战士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爱。

最后，我又问同学们：小高带来的小昆虫，现在怎么样了呢？
孩子们一下子就在文章的结尾处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文
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正在窗玻璃
外边扇动着它那对美丽的翅膀（身边没课本，想不起来原句



咋说的）。可见这些小昆虫就像我们海岛战士一样，已经在
海岛上安居乐业了。现在同学们明白课题中“翅膀”为什么
是彩色的呢？不单单是蝴蝶等小昆虫的翅膀是彩色的，他们
的生活也将会是彩色的，他们的愿望也会是彩色的，他们美
好的明天也会是彩色的。

也正是这一代代热爱海岛的战士们，他们扎根海岛，建设海
岛保卫的海岛，让海岛的天更蓝，水更美，人也更幸福，我
相信，可敬的边防战士，一定会实现他们美丽的愿望，迎着
朝阳，带着彩色的翅膀，绽放出奇异的色彩。

让我们想一想，通过一代代海岛战士的努力，现在宝石岛是
怎样一番新景象呢？请拿起手中的笔，把你想象的写出来吧。
（可以写三五句，也可以三五行，还可以写三五百字哦）

反思：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以学生自学为主，整节课教师
起引导作用，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也许是小组
合作机会太少了，也许是学生手中没有导学案，也许是没有
给她们在课堂上积分，总之我感觉没有平时在课堂上积极性
高。整节课却没有给他们上台展示的机会，孩子们正是爱展
示、爱表现的年龄，要多给他们机会，提供舞台让学生尽情
展示，不应该忽略这一点，这将是今后我努力的方向。我认
为本节课安排的内容还是非常合理的，感觉以前上课时安排
的内容往往不太连贯，而本节课我注重了问题与问题之间的
过渡，衔接非常紧密。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不少的收获，我相
信只要坚持反思自己课堂上出现的问题，一定会上出一堂精
彩的语文课来。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四

距离开学已经一个月了，课改的步伐在悄然前行着，到现在
为止，第一课时的汇报已经稍微略有眉目了，学生不再那么
混乱，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要求一课时完成，不仅仅是字词



的掌握，更有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对于本堂课的完成
情况而言，存在诸多问题。

1、前部分字词的处理还算可以，但是后部分对文章的分析没
有到位，我想这主要就是由于教师在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
够好，不是对文章的内容理解不透，而是对文章的组织不够。
不科学不合理。

2、本堂课体现出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一篇略读课文
在一课时内以小组汇报的形式讲透，时间上如何分配，内容
上如何布置，问题上如何设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现在这个环境下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备课不再是备自己
要讲的内容是什么，更要备的是在授课的过程中如何组织和
安排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习技能，在教案中要体现第
一课时要求学生预习的方向和内容，要体现问题的设计和安
排，要体现学习的方式和思路。

4、对于课文的分析与理解部分，教师要做到收放自如，放手
要科学，收手要适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设计问题，运用科
学合理的方法指导学生探讨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予以一定
的点评和总结。

5、对于回答错误的同学的点评时感谢，感谢他让我们大家离
正确答案更近了一步，四名同学的循序渐进式回答，问题的
答案水到渠成，看得出来，同学们很开心。

6、拓宽小组合组形式的思路。四人、六人、二人根据具体情
况要有一定的变动。比如今天的修辞手法的句子，同桌起立
抢答，先说为快，另一名同学自行选择其他同学，继续作答，
同学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继续摸索，不断前行，继续思考，不断记录，继续反思，不
断成长。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五

《彩色的翅膀》一课是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一篇略读课
文，课文先写“我”发现小高探亲回岛时带回了一只装小昆
虫的纸箱，晕船时他把纸箱紧紧地抱在怀里。接着写“我”
参加战士们的尝瓜会，听到了关于西瓜的不平凡的经历，看
到了战士们尝瓜时的喜悦。最后写第二天天亮时，“我”看
见一只小蝴蝶正对着朝阳，扇动着它那对彩色的翅膀，赞扬
了海岛战士建设海岛、热爱海岛的高尚品德。

本班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探究能力，并能有效地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但在理解含义深刻的语句时不够准确，因此我在课
堂上注意引导学生抓关键词，品读感悟。再者，学生的生活
经历与文本差距较大，在教学前我指导学生认真做好预习，
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使学生入情入境，大胆质
疑，通过自主探究，悟情动情。以下几点，是我执教《彩色
的翅膀》一课后的几点感受：

1、“学”贵在“问”。在本课教学中，教师尊重学生、开放
课堂，积极鼓励学生质疑问难。问题由学生提出，答案由学
生探究，情感由学生品悟，教师努力为学生营造宽松、民主、
和谐的课堂氛围。这种轻松的课堂氛围是传授知识的无声媒
介，是开启智慧的无形钥匙，是陶冶情操的潜在能力，使学
生的思维更加活跃，探索热情更加高涨。

2、本组课文的训练重点是学习抓住关键词句理解课文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在小组交流汇报时，教师借助多媒体课件，相
机点拨指导，帮助学生强化学习方法加深理解。

3、注重文本的例子作用，领悟文本的写法的特点。教师依
托“吃西瓜”语段中的连续动作描写，设计小练笔，引导学
生在理解文本的同时，从读中悟写，从读中学写。这样既提
高了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又提高了其书面表达能力。



4、学文结束，探究不止。教师在本课教学结束之际，引导学
生把本节课结束的铃声，当作开启下一段学习之旅的号角，
使学生课后延伸学习，继续探索的学习品质得以激发与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