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汇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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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一

《端午粽》这篇课文条理清晰，围绕端午粽，以儿童的口吻
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和花样，文中用“青
青的、白白的、红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枣，教学时
要引导学生积累这样的词，同时注重朗读指导，让学生感受
句子的韵味和节奏。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阅读的指
导，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
情感态度，学会用恰当的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
品情感态度的理解。因此，我在设计本课教时旨在通过有感
情地朗读等手段，让学生走进文本，引导学生从读入手，在
读中感悟，在读中识字，在读中与生活实际相融合。

上课伊始课件播放“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活动”的情境导
入，再走入情境揭示课题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

创设浓厚的节日气氛，引导学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出发，
谈自己对端午粽的了解，采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导入法，
更能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学生初读后同桌相互检查生字词，当小老师纠正对方读得不
准确的字音，再指名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记忆这些生字的，用



“加一加、作比较、扩词，分析字形结构、想象”等方法，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豆”字，有学生说“豆”的想象记忆法：
“中间的口就是豆子，上面一横是盖子，下面点撇是火苗，
一横是灶台，就是锅里在在煮豆子。”多好的方法呀！

接着采用游戏环节：我是读词王，教学反思《端午粽》的教
学反思》。以小组为单位读生词，读对一个本小组得一颗星，
得星最多的小组获胜，每人可在班级考核表中加个星，还可
指名学生读生词，读正确了就当小老师领读，然后把生字送
回文中指名比赛读文。

这样设计是让学生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本环节通过初读课
文，感受课文大意，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每一句话，
增强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设计游戏环节，巧妙地将学生带
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激发了
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第二课时主要引导学生以读促学的手段去理解课文内容。我
先配乐范读课文，再引导学生分组逐段朗读、自由朗读、创
设问题情境朗读、合作读等形式，读通后再来品读课文第二、
三、四自然段，做到真正以读促学，以读促教。

针对二、三、四自然段我提出以下问题：

1.粽子是用哪些材料做的？

出示“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
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指导学生按照从外到内的顺序描述
粽子的外形特点。

2.继续追问：为什么用“青青的”“白白的”“红红的”，
而不用“青的”“白的”“红的”呢？再比较句子，体会好
处。



（1）课件出示两个句子，朗读比较有什么不同。

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
一颗红红的枣。

粽子是用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
红的枣。

（2）指导朗读：这样aab式的重叠词更能体现出粽子的特点，
各种颜色相间，色香味美。朗读时仿佛让人品尝到了香甜的
味道。

3.外婆包的粽子花样很多，结合课文说一说外婆包的粽子有
哪些种类。

4.说一说，端午节为什么会有吃粽子的习俗？

根据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吃粽子，今
天通过学习《端午粽》，我们不仅“品尝”了美味香甜的端
午粽，还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每当我们吃美味香甜的粽子
时，不要忘记缅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总之，今天上得较顺手，《端午粽》这篇课文因为是表达中
国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所以上课伊始，我带学生走入情境，
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氛。通过通过多种形式、方法的
朗读让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类及端午粽的由来有了进
一步的认知，同时激发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提高了阅读
的能力。以读代讲，在读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
读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一年级端午粽教学反思]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二

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端午日》这一课是我教学生
涯中的第一节公开课，通过这次的公开课我认识到自身存在
的诸多不足之处，借此机会，进行总结，希望在今后的教学
中能取得进步。

一、课堂环节设置过于平淡，无亮点

《端午日》这篇课文的重难点是对“赛龙舟精彩场面描写”
的分析，但在讲课过程中，由于教材处理不当，时间安排不
合理，所以在这节课的授课中，并没有凸出重难点，并且在
重难点的讲解过程中由于对学情分析错误，重难点的切入点
没有找准，导致了整节课的失败，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思维
也显得十分混乱，甚至出现了学生误解老师的问题的情况。
在公开课后我对教案进行了修正，在这一环节的设置上，采
用朗读法进行教学，分为集体朗读，小组读，再到个人朗诵。
让学生对这一段精彩的场面描写多读，在读中感受比赛的气
氛，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人物动作的生动描写。

二、选题失败

《端午日》是一篇自读课文，不适合进行课堂精讲。

三、时间安排不合理，本末倒置

《端午日》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分析“赛龙舟精彩的场面描
写”，在时间的安排上，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分析场面
描写上，前面的导入和作者简介应该以简练为主，不可在这
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一篇课文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重难点的
讲解，前面花费了太多时间，导致无法深入挖掘重难点，问
题分析得也不到位，略显仓促和匆忙。

四、学会“不会”进行小组讨论。



略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三

《端午粽》这篇课文条理清晰，围绕端午粽，以儿童的口吻
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和花样，文中用“青
青的、白白的、红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枣，教学时
要引导学生积累这样的词，同时注重朗读指导，让学生感受
句子的韵味和节奏。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阅读的指
导，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
情感态度，学会用恰当的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
品情感态度的理解。因此，我在设计本课教时旨在通过有感
情地朗读等手段，让学生走进文本，引导学生从读入手，在
读中感悟，在读中识字，在读中与生活实际相融合。

上课伊始课件播放“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活动”的情境导
入，再走入情境揭示课题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

创设浓厚的节日气氛，引导学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出发，
谈自己对端午粽的了解，采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导入法，
更能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学生初读后同桌相互检查生字词，当小老师纠正对方读得不
准确的字音，再指名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记忆这些生字的，用
“加一加、作比较、扩词，分析字形结构、想象”等方法，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豆”字，有学生说“豆”的想象记忆法：
“中间的口就是豆子，上面一横是盖子，下面点撇是火苗，
一横是灶台，就是锅里在在煮豆子。”多好的方法呀！

接着采用游戏环节：我是读词王，以小组为单位读生词，读
对一个本小组得一颗星，得星最多的小组获胜，每人可在班
级考核表中加个星，还可指名学生读生词，读正确了就当小



老师领读，然后把生字送回文中指名比赛读文。

这样设计是让学生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本环节通过初读课
文，感受课文大意，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每一句话，
增强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设计游戏环节，巧妙地将学生带
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激发了
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第二课时主要引导学生以读促学的手段去理解课文内容。我
先配乐范读课文，再引导学生分组逐段朗读、自由朗读、创
设问题情境朗读、合作读等形式，读通后再来品读课文第二、
三、四自然段，做到真正以读促学，以读促教。

针对二、三、四自然段我提出以下问题：

1、粽子是用哪些材料做的？

出示“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
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指导学生按照从外到内的顺序描述
粽子的外形特点。

2、继续追问：为什么用“青青的”“白白的”“红红的”，
而不用“青的”“白的”“红的”呢？再比较句子，体会好
处。

（1）课件出示两个句子，朗读比较有什么不同。

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
一颗红红的枣。

粽子是用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
红的枣。

（2）指导朗读：这样aab式的重叠词更能体现出粽子的特点，



各种颜色相间，色香味美。朗读时仿佛让人品尝到了香甜的
味道。

3、外婆包的粽子花样很多，结合课文说一说外婆包的粽子有
哪些种类。

4、说一说，端午节为什么会有吃粽子的习俗？

根据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吃粽子，今
天通过学习《端午粽》，我们不仅“品尝”了美味香甜的端
午粽，还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每当我们吃美味香甜的粽子
时，不要忘记缅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总之，今天上得较顺手，《端午粽》这篇课文因为是表达中
国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所以上课伊始，我带学生走入情境，
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氛。通过通过多种形式、方法的
朗读让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类及端午粽的由来有了进
一步的认知，同时激发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提高了阅读
的能力。以读代讲，在读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
读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端午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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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四

《端午节的由来》主要讲了屈原的感人故事。他爱国、有才
干，并且深受百姓的爱戴，可是楚王却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
把屈原流放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不再重用他。后来楚国被秦
国占领，他感到报国无门，在万分悲愤之下，抱着石头投汨
罗江自尽了。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涌到江边去呼唤、打
捞，向江里投食物，倒雄黄酒，希望屈原的尸体不被鱼虾所
伤害。后来，有人梦到屈原容颜消瘦，就想了一个办法，把
食物用箬叶包起来，缠上红丝线投入江中。从此以后，每年
的五月初五这一天，为了纪念屈原，都会向江中投粽子。

我在讲这一课时，采用了三勤四环节教学法，把两课时的教
学内容压缩成了一课时，所以教学本课时时间显得有点紧张，
做后还拖了点堂。激发不起学生的积极性，是我准备不足所
致，以后我会多加注意。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五

本课语言形象生动，其中有许多值得学生积累的词语，比如
对粽子样子、味道的描写中，分别用“青青的、白白的、红
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和枣，可以归类积累，同时在学
习叠词的基础上感受句子的韵味和节奏。文章用词也很丰富，
如“美滋滋”“又黏又甜”这些鲜活的词语，为文章增添了
光彩，使表达有了韵味。这些词语的运用使课文对端午粽的
描述更为形象。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这些词语进行归类、
理解和运用，丰富了学生的积累。

不足之处：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高，不能大胆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组长的分工不够明确，学生汇报时不够自信
等，这些问题我都会在后期的教学中不断改进。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六

端午粽对孩子们来说并不陌生，上课伊始，创设浓厚的节日
气氛，引导学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出发，谈一谈自己对端
午粽的了解，贴近生活实际的导入法，更能激发学生对课文
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
说，最喜欢的学习方式就是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本环节通
过初读课文，感受课文大意，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
每一句话，增强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设计游戏环节，巧妙
地将学生带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
趣。

汉字的学习是反复而又长期的过程，用游戏的方式增加汉字
与学生见面的机会，在复习中巩固、加深学生对新学字的印
象。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识字的效率，又延续了上节课的教学
情境，便于本节课教学活动的开展。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对阅读的指
导，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
情感态度，学会用恰当的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
品情感态度的理解。因此，我在设计本课教时旨在通过有感
情地朗读等手段，让学生走进文本，引导学生从读入手，在
读中感悟，在读中识字，在读中与生活实际相融合。

上课伊始课件播放“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活动”的情境导
入，再走入情境揭示课题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认读生字词。

创设浓厚的节日气氛，引导学生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出发，
谈自己对端午粽的了解，采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导入法，
更能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

学生初读后同桌相互检查生字词，当小老师纠正对方读得不



准确的字音，再指名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记忆这些生字的，用
“加一加、作比较、扩词，分析字形结构、想象”等方法，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豆”字，有学生说“豆”的想象记忆法：
“中间的口就是豆子，上面一横是盖子，下面点撇是火苗，
一横是灶台，就是锅里在在煮豆子。”多好的方法呀！

接着采用游戏环节：我是读词王，这样设计是让学生在学中
玩，在玩中学。本环节通过初读课文，感受课文大意，在读
准字音的基础上，读通顺每一句话，增强学生自主阅读的能
力。设计游戏环节，巧妙地将学生带到主动学习的氛围中，
培养了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激发了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

第二课时主要引导学生以读促学的手段去理解课文内容。我
先配乐范读课文，再引导学生分组逐段朗读、自由朗读、创
设问题情境朗读、合作读等形式，读通后再来品读课文第二、
三、四自然段，做到真正以读促学，以读促教。

针对二、三、四自然段我提出以下问题：

1.粽子是用哪些材料做的？

出示“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
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指导学生按照从外到内的顺序描述
粽子的外形特点。

2.继续追问：为什么用“青青的”“白白的”“红红的”，
而不用“青的”“白的”“红的”呢？再比较句子，体会好
处。

（1）课件出示两个句子，朗读比较有什么不同。

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
一颗红红的枣。



粽子是用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
红的枣。

（2）指导朗读：这样aab式的重叠词更能体现出粽子的特点，
各种颜色相间，色香味美。朗读时仿佛让人品尝到了香甜的
味道。

3.外婆包的粽子花样很多，结合课文说一说外婆包的粽子有
哪些种类。

4.说一说，端午节为什么会有吃粽子的习俗？

根据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吃粽子，今
天通过学习《端午粽》，我们不仅“品尝”了美味香甜的端
午粽，还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每当我们吃美味香甜的粽子
时，不要忘记缅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总之，今天上得较顺手，《端午粽》这篇课文因为是表达中
国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所以上课伊始，我带学生走入情境，
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氛。通过通过多种形式、方法的
朗读让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类及端午粽的由来有了进
一步的认知，同时激发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提高了阅读
的能力。以读代讲，在读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
读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八

本课语言形象生动，其中有许多值得学生积累的词语，比如
对粽子样子、味道的描写中，分别用“青青的、白白的、红
红的”来形容箬竹叶、糯米和枣，可以归类积累，同时在学
习叠词的基础上感受句子的韵味和节奏。文章用词也很丰富，
如“美滋滋”“又黏又甜”这些鲜活的词语，为文章增添了
光彩，使表达有了韵味。这些词语的运用使课文对端午粽的
描述更为形象。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这些词语进行归类、



理解和运用，丰富了学生的积累。

不足之处：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高，不能大胆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组长的分工不够明确，学生汇报时不够自信
等，这些问题我都会在后期的教学中不断改进。

改进措施：

1.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把培
养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作为本课堂教学的关
注点，多读，让学生学会提问。

2.我用了一个填空式的形式，把端午粽的样子、味道和花样，
让学生梳理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的总结能力。

端午粽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九

我上了一节展示课。现在把上课的设计和教学反思整理如下：
在上课前，我和廖老师就这一课的设计进行了交流。廖老师
鼓励我进一步开放一些，上得有挑战性一些。并对教学设计
谈了几点看法：读出问题这个环节可以适当地提前，减少教
学设计中的预设，让学生思维充分地展现，在点拨和引导和
评价中展现教师的功夫。少表演、展示甚至卖弄。课堂进行
完毕后，自己感觉没有完全领会和理解廖老师的思想。在教
学中出现很多不到位和不和谐的地方，总结如下：

1、学生参与面小，并且不够兴奋活跃，主动性不强。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教师本身的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课堂一开
始，学生回答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尤其是我导入后和同学
们谈节日和吃的关系的时候，由于有点幽默的语言和学生交
流是很融洽的，我问同学们从文中读出什么以后，几个同学
谈的都不错。我还趁机让几个同学勾勒梳理出文章的轮廓。
但是到了我谈“汪曾祺是一个嘴馋的人”这个问题时，同学
们显然不感冒，一度出现冷场，几个同学分析也没有围绕这



个点展开，教师比较生硬地把学生拉回到读出问题上来，浪
费了很多的时间。上完课后，我和李老师交流才得知，桓台
本地特产就是马踏湖的鸭蛋，感到非常的惋惜，自己错失了
一个很好的切入和拓展的资源！所以说教学设计没有触发学
生的兴奋点，对学情估计不够充分，是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
另一个教训是教学中应变能力欠缺。如果当时冷场时，我组
织同学们结合这一点讨论交流，并且结合文本说明理由的时
候，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2、学生对文章读得不够。这一课语言是很有特点的，平淡而
有味的语言，尤其是那种淡淡的情思如涓涓细流娓娓道出。
但在课堂上，只注重了分析，朗读的感情和语气语调很少涉
及，致使对文章的味道和意蕴没有充分挖掘出来。本节课上对
“筷子头一扎下去……”一句的读和品是下了功夫的，但其
它地方，尤其是学生回答问题引用文本语言的时候，自己丧
失了很多指导他们朗读和体会作者感情的机会，一想到这一
点，自己就不能原谅自己。

3、自己不够大气和从容。以前上这一节课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的，学生表现精彩，教师调控课堂从容，感觉很舒服、惬意。
但在这一节课，自己感觉自己心态没有摆好，在教学设计和
课堂驾驭上暴露出很多问题：一是总想重复类似的课堂场景，
当课堂情况变化时，缺少必要的引导和点拨。李老师谈的对，
课堂教学中没有意外就没有惊喜，意外出现的时候就是看教
师的素质和功夫的时候！自己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
学中做出相应的变化，教学中缺少一种循循善诱和自然从容
的气质。

4、对文本的挖掘不够细致深入。上完课后，廖老师也给自己
指点了几个课堂中几个有缺憾的地方，让自己感触很深。原
先自己认为对“筷子头一扎下去……”一句的读和品是比较
成功的，但廖老师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学生两次读成了筷
子一扎下去，如果此时比较辨析一下筷子和筷子头，就能进
一步体会到油多的特点，并且在此处质细的特点也有所体现。



我也想到，“一……就……”这个关联词语也非常值得品味。
对这篇课文的总体把握上，也还有值得深究的东西。黄老师
谈到，作者写鸭蛋，不光是因为好吃，还有好玩。在这两者
上面写出作者的生活情趣，教学中自己只把重点放在前者上
了，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总之，由于自己对文章的钻研不够
深入和透彻，使课堂失去了很多生成的精彩。

一、谈话导入，引出课题。

我们很多传统节日都与吃有关，比如八月十五团圆之夜吃月
饼，春节喜迎春天的到来吃水饺，元宵节吃汤圆，大家还知
道那些节日与吃有关系？让几个同学谈完教师小结：这印证
了我们中国一句俗语“民以食为天”。今天，让我们再随着
汪曾祺走回农历五月初五的江南，去端午节品尝鸭蛋的香醇。
介绍作者，认识字词。

二、整体感知：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在上课时调整为：由于
本文的篇幅较长，请大家默读或浏览）

设计两个主问题：从文中读出了什么？读懂了吗？（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

三、重点研读：

抓住鸭蛋的特点：有名、质细而油多

探究是怎样写出来的？（小组讨论，结合具体语句来分析，
突出语言特点。）

请你为高邮鸭蛋拟一则广告词

五、读出问题：在读文章的过程中有什么疑惑？（实际教学



中把此环节提前至品味语言前）提示：词语、语句含义或文
章结构、写法等方面均可以提。

五、拓展延伸：请你谈谈你喜欢的节日风俗，为什么你会喜
欢它？

教师小结：传统节日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体现，是我们民族智
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它就像烙印打在了我
们每个炎黄子孙的灵魂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对自
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民族没有热情；如果，我们一味的匆忙、
冷漠、麻木地活着，终有一天，我们的烙印会淡去，直至消
失不见，那时的我们，“根”在何处呢？同学们，请
把“根”留住，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留住。愿中华民族的文明
之花开满星球。

播放歌曲《把根留住》（实际上课时将这个环节略去）

六、推荐作业

1、请同学们联系自身的经验，介绍自己童年时代最难忘的有
关过节的一件物品（如：年糕、月饼、汤圆、粽子等）或一
件玩具（如：灯笼、炮仗等）。说出自己难忘的原因、感受、
启发。

2、建议：课外阅读汪曾祺的《故乡的食物》教学设计思想：
充分尊重学生，落实以学为主的教学思想。教师定位为学生
学习的合作者和参与者、服务者，把学生思维引向深入的促
进者。教学遵循文章写了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
写的思路设计，力图使学生对文章的感受和理解走向深入，
展现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