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 部编版
二年级语文寒号鸟教师教学反思(实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篇一

1。以描述带入情境的，因为面对着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就以
一个生动的引入课文，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引入了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利用了课题，很好地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
多音词。

2。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我当时要求学生进行
两次阅读课文，第一次是解决生字词，在这里我顺便联想了
新旧词语，让小学生注意字的写法。还有实现了我的目的，
整体感知，同学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都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说出了不同的感受的，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没有很好的整合评价

1。评价不同的学生，有点赶。我要学生找出描写季节转变的
句子，目的是让他们弄清时间的顺序是这篇课文的写作顺序，
然后很自然地让学生分段，理清文章的脉络。并且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的对比特点。不过，这里后来我觉得可以合并为一
次阅读好了，这样第一次阅读，就达到了整体感知，清扫字
词，理清脉络。显得简洁点。

整改措施：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对比阅读，通



过喜鹊和寒号鸟的对比，明白了勤劳的`重要性，不能学习寒
号鸟得过且过的行为。

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教学《一匹出色的马》，当备课时就觉得课文浅显易懂，
没什么特别需要特别留意的，于是并没有像《千人糕》一课
进行了系统解决两大问题的教学思路，就想简简单单上完了
事。也许因为我有这样的“偷懒”嫌疑，孩子们学习这篇课
文也没啥精神。首先是读的问题：不够流利，感情处理不到
位。就一家人郊游时所看到的美景，我所期待的那种“享
受”的感觉没出来。于是我只好又走套路，示范读，孩子们
谈感受。幸好朱俊郡听得够认真，用上了“沉醉”一词，让
我感觉这堂课还有一点意义，虽然花的时间较长，但对感情
读文的`指导是起了作用的。其次是理解爸爸将柳条当
作“马”给妹妹的真正用意的问题，许多孩子只知道是爸爸
在帮助妹妹，但他们就是没有谈到爸爸这样和妈妈的处理方
式有什么区别。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才谈到如果是自己面对
妈妈、爸爸两种处理方式的心情、感受是不一样的，帮助、
教育孩子也是需要方法的（里面我掺进了好多我的个人见解，
哎！）

这堂我觉得很挫败的课给我提了一个醒：不要认为文本简单
就可以敷衍了事，老师的态度和状态同时也影响着孩子！对
待每一堂课，都应该全心投入，抓住主题，不要白白浪费宝
贵的课堂时间！珍惜课堂，抓住效率，力争一课一得！

部编版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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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篇三

优点之处：

1。以描述带入情境的，因为面对着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就以
一个生动的引入课文，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引入了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利用了课题，很好地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
多音词。

2。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我当时要求学生进行
两次阅读课文，第一次是解决生字词，在这里我顺便联想了
新旧词语，让小学生注意字的写法。还有实现了我的目的，
整体感知，同学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都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说出了不同的感受的，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不足之处：

没有很好的整合评价

1。评价不同的学生，有点赶。我要学生找出描写季节转变的
句子，目的是让他们弄清时间的顺序是这篇课文的写作顺序，
然后很自然地让学生分段，理清文章的脉络。并且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的对比特点。不过，这里后来我觉得可以合并为一
次阅读好了，这样第一次阅读，就达到了整体感知，清扫字
词，理清脉络。显得简洁点。

整改措施：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对比阅读，通
过喜鹊和寒号鸟的对比，明白了勤劳的`重要性，不能学习寒



号鸟得过且过的行为。

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篇四

坐井观天教学反思1《坐井观天》是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它
以浅显，简单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课文主要通过
小鸟和青蛙的三次对话，来争论天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如何
在一节课中，让学生自主，愉悦地读懂故事、初步明白道理，
很好的品味语言呢？以下是我的几点反思。

在把握教材时我将“无边无际”、“大话”、“笑”三个词
作为文章理解的关键。通过这三个词来了解课文，穿针引线。
首先，在引导学生了解“无边无际”时，我引导学生根据生
活经验理解意思，并延伸到生活中去运用，还有哪些是无边
无际的，学生说出了（无边无际）的海洋、（无边无际）的
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使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无
边无际的内涵。教师再因势利导，指导学生有感情的读出小
鸟赞叹天很“大”的语气。实现对第一次对话的理解。

小鸟和青蛙的第二次对话中，我主要抓“大话”，这个关键
词语。通过引导学生理解“大话”这个词，来把握青蛙认为
小鸟说大话时的心情。顺带指出说大话是指：说夸张，不切
实际的话。接着引出文章的第三次对话。笑在文章中一共出
现两次，这两次的笑是有区别的。文中两个笑。青蛙为什么
笑，小鸟为什么笑？一个“笑”字溢出了青蛙的自高自大，
听不进小鸟的`劝告，自以为是。另一个小折射出了小鸟的虔
诚，真诚相劝。通过对“笑”的揣摩，学生知道了：不学不
问，不听劝告，还自以为是导致青蛙错误的原因。这在为学
生最终了解文章寓言作铺垫。

课文的教学目标是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寓意是学生自己悟
出来的，还是老师给学生的。语文教学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简
单的知识传授，还在于他的教学育人作用。所以在课文教学
的最后环节，需要适当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意识到：不要作井



底之蛙，要勇于接受新事物，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让学生
自愿选择作在外面飞翔的小鸟。怎样达到这个效果呢？所以
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评评理谁说的对谁说的错，青蛙
错了会怎么改正？并且设计了一个说话练习“青蛙听了小鸟
的劝说，跳出了井口，它看到了什么？会说什么？”让学生
通过想象，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缤纷
多彩，而青蛙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乏味。这样潜移默化让学
生在学中有所收获。

可以这样说本课的教学突破点是重点词汇，而最终目的是初
步理解寓意。我从无边无际，大话，笑，着手进入对文本的
分析。进入文本后，我的教学重点是从小鸟和青蛙的三次对
话中，分析二者的特点，实现本文寓意的理解。但由于对统
编版教材不太了解，目标设定不够明确，导致课堂教学效果
不甚理想，教师的问题有点繁琐，学生朗读、思考、对话的
时间不充足，对课后习题的体会不深刻。在以后的教学中，
我会更多的学习理论知识，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更多的考虑统
编版的整体年段目标、单元目标、课时目标，综合考虑人文
性和语文要素的要求，改变固有的教学思维，争取向新理念
下的四有课堂迈进。

小学二年级神州谣教学反思篇五

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号称“天下四绝”。人教版
二年级上册第二课《黄山奇石》一文主要讲了黄山四绝中的
一绝——怪石。课题“奇”，就已向学生交代清本文所讲内
容，使我们知道课文要写的是石之奇、石之怪、石之与众不
同。教材将文本安排在第一组课文中，而这组课文虽以秋天
为线索，但又不局限于秋景。教学时引导学生在感受秋天的
美好，领略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的同时，还要通过文本使学
生体会对黄山奇石的赞叹之情。

从图入手，先让学生从直观感受“仙桃石”“猴子观
海”“仙人指路”的趣味横生；再由图及文，指导朗读，让



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展开想象，这是我教学本课的主旨，
以游览形式开始，以学生运用文本知识讲解结束，有始有终。

对于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已能将课文中的字音读
准、句子读通顺，但要做到有感情诵读是比较困难的，尤其
对于像《黄山奇石》这样有趣的怪石，作者又将一块块本无
生命的石头描绘的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美文写的又是如此
有趣，能读出感情就困难了。因此，我把美读课文与展开想
象衔接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的基础上，
图—文—想—画—说，结合起来体会文中描绘的各种石头的
形状，小中见大，从而感受整个黄山的神秘，产生喜爱之情。
在此基础上师—生、生—生互动读、评；小组读、竞赛读、
展示读……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将学生读文的情感引向高潮，
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诵读。至此，第六自然段中提到的“天狗
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等石头的样子在孩子们的
脑海中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状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学到这时水到渠
成，我顺势引导学生在纸上画一画，说一说。孩子们的想象
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脑海中的天狗，狮子、仙女也像作者
写的奇石一样，太奇了！让你不得不叹服孩子们大胆、无拘
无束的想象力了！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画中的狗、狮子、
仙女……均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还没能很好地领悟到石的形
奇。

我抓住第六自然段中的省略号挖掘文本空白进行拓展，跳出
课文教课文，因孩子们已深深地被黄山的奇石吸引住了，给
其它石头起的名真可谓丰富多彩：海底捞月、石海泛舟、老
鹰抓小鸡、凝神静思、盼……到这里，我觉得已将孩子们的
想象力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使孩子们更惊叹于大自然的伟
大、鬼斧神工了！俗话说编筐编篓难收口，课文结尾处让孩
子们学做导游，带领游客欣赏景色秀丽的黄山，将从文本中
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
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与提高。本课的学习，调动了学



生的多种感官—眼、嘴、脑、手的参与，收到一箭几雕的目
的。在二年级尝试这样的教学设计，没有将识字、写字教学
作为重点指导，是否稳妥？还有待与其他老师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