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花鈡教学反思(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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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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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鈡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运用综合的识字方法，认识12个生字，写好7个生字。培
养学生独立识字、合作识字的能力。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感受童年的纯真和无知，体会成长的快乐。

教学重难点：7个生字词，渗透性识字。

教学方法：讲读法、情境法、表演法

教具准备：课件、挂图

教学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揭示课题。

2、齐读课题。



3、你们见到过夜晚的景色吗？夜晚的景色是什么样的？

1、自由读课文。

2、找出生字，读一读，认一认。

3、出示词语。

胆子勇敢原来从此睡觉散步

4、分段指名读课文。

1、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自由读课文。

3、理解

（1）我胆子小。

（2）妈妈给我讲勇敢的故事，我还是怕黑。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2、有感情朗读全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分组开火车读课文。

2、学生有感情地齐读全文。



3、识记生字，积累词汇。

4、抽读本课生字卡片。

5、开火车进行扩词。

6、反馈识字情况，交流识记方法。

7、出示词语花篮

（1）指名读，齐读。

（2）你还喜欢课文里的哪些词语，说一说，再抄到“花篮”
中。

（3）比一比谁积累的词语多。

二、认识偏旁，书写生字。

1、出示田字格中的生字，指名认读。

2、分类识记，指导书写。

（1）独体字：再

（2）左右结构：晚外

（3）上下结构：笑爸色看

3、学生书空。

4、教师板演示范。

5、学生仿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书写展示、评议。

花鈡教学反思篇二

《五彩池》是一篇精读课文，课文讲的是“我”到四川松藩
去旅游，在藏龙山上看到五彩池的情景，课文生动地描写了
五彩池美丽的景色、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表达了“我”热
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选编本课的主要目的，一是让学生
了解五彩池美丽的自然景观及其成因，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
美丽；二是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美，想像这些句子所描绘的情
景，培养学生想象力。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让学生了解五彩
池的特点以及池水显出不同颜色的原因。

在教学中，我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品读赏析、激发想象。

教完本课，我认为较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1、 教师的亲和力强，课堂气氛轻松活跃。

2、 在理解课文的同时，注重语言的积累和运用，注意创设
情境，给学生语言实践的机会。

如果学生上完《五彩池》只了解了五彩池的特点和成因，那
么这堂课就成了自然课。语文课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应该只是
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应该借助课文内容，设计各种语言训
练的情境，千方百计地让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
从学习语言的心理过程看，积累和运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学
习水平级。如果能创设新的情境，将学过的词语、句子用一
用，给学生有语言实践的机会，这样对学生内化课文的语言，
对学生语言的发展极有意义。这堂课在学生读懂了“池边是
金黄色的石粉凝成的，……，有像（ ）的，有像（ ）
的……”这个句子后，让学生用“有像……的，有像……的，
有像……的，有像……的”口头练习说话。由于不是课文内
容的简单重复，而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灵活运用学到



的句式拓展，学生的兴趣很高，各种层次的学生都积极参与，
从实际的教学效果看，这个练习设计是比较成功的。 还有在
这堂课的最后，我根据课文内容，设计了一个为五彩池写广
告词的环节。这个练习能拓展学生思维。

3、授之以渔。

如：在指导学生品读这个句子时“无数的水池在灿烂的阳光
下，闪耀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光辉，好象是铺展着的巨幅地毯
上的宝石。”这句打比方的句子给了人们多少美好的想象啊！
发现学生不知“巨幅地毯”所指何物，于是我进行了这样的
引导：“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句话前面的句子，也许你会明白
‘巨幅地毯’指的是什么。”学生依言往前读，读着读着，
恍然大悟：“哦！‘巨幅地毯’原来就是‘漫山遍野’。”
我笑曰：“对！我们读书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时，可以联系
句子前面的内容或后面的内容去探究，这样联系上下文读书
能帮助我们读懂一些我们原来读不懂的地方。这是读好书的
一种方法。”

不足之处：

1、朗读指导不到位。在朗读教学中，学生具有独特内心体验，
《语文课程标准》也提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让学生读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这节课我没有很好
地调动学生的情感，让他们自己寻找、感受五彩池的美，学
生只有对文本有了感悟，才能通过读来表达内心独特的感受，
读的才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2、读的形式单一，齐读较多，时间不多。

3、教学内容安排过多，导致上课时在赶教学任务。

4、听录音朗读时，没有布置明确的任务。



如果让我再次执教《五彩池》，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该减
少一些，把了解五彩池的形状美放在第一课时，感受池水颜
色美及成因放在第二课是。朗读的指导要到位，朗读的形式
要多一些，重视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在读中感悟。

花鈡教学反思篇三

一、感知“麋鹿的生活天堂”

1）学生用第一节的内容来回答

2）然后指导朗读

3）看视频（看过后谈体会：你觉得这怎么样？）

二、认识麋鹿：

（过渡：你真的认识麋鹿吗？请你看看图，再看看书，然后
辨认一下，哪头是麋鹿？说话要有依据。）

1、课件展示几头鹿的图片。学生结合图片和课文进行对照，
寻找辨别的依据。

2、小小组交流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3、班级交流认识和体会。（课件随机展示图片）

4、最后处理“四不像”

预案：* 学生每交流一个麋鹿的特点，提示学生概括。

有些特点教师需要重点强调，比如：角、尾、蹄、毛色等特
征。

他们生活的环境要联系到文章的前面和资料提供的，黄海滩



涂是世界上最好的适合麋鹿生活的地方。为麋鹿的回归打下
伏笔。

麋鹿繁殖力低是他珍贵的一个原因。

三、帮姜子牙解说麋鹿。

1、姜子牙从人间找到了麋鹿，带回了天庭，向各位神仙夸耀
它，他可以怎么说呢？请大家好好想想，然后小组同学练习
一下，再举手。

2、学生练习

3、学生班级交流自己想的演说稿。（教师重点提示说清楚麋
鹿独特的特征）

四、体会麋鹿的传奇经历：

麋鹿曾经是姜子牙的坐骑，但是后来它的经历却充满传奇色
彩。你们是如何理解“传奇”的呢？麋鹿的命运和什么有着
密切的联系呢？（或者说：麋鹿就让他在外国呆着贝，干吗
要让它回来呢？）

1、你们可以先看书，有什么感想，感受，或想说些什么，先
与你的同桌交流一下，然后再起来交流一下。

2、班级交流

3、总结：麋鹿传奇--重用、与姜子牙有关

灭绝、与国家被列强欺负有关

国外、与人们喜爱才生存下来

回归、与国家强盛有关



三、深化延伸，升华感知

2、引导学生尽可能说，然后教师补充

四、选定一个解说员的角色来想大家介绍麋鹿。

1、要求：

请你选定一个解说员的角色，向同学或者是外宾，或者是老
师介绍麋鹿。（课件展示要求）可以是麋鹿的一个方面的特
点，比如为什么叫“四不像”、也可以是麋鹿的外形和生活
特性、也可以是麋鹿的传奇经历，也可以综合讲。

2、自己练习：

3、同桌练习：

4、班级交流

五：总结课文：热爱麋鹿，保护麋鹿，保护一切野生动物。

六：作业：把你向人们介绍的关于麋鹿的演说稿用笔写下来。

板书设计：

11 麋鹿

外形奇特：四不像

角、尾巴、蹄子、毛色

生活习性：常在水中……

繁殖能力低



传奇经历：回归故土、回归自然

教学反思

通过让学生找麋鹿特点，出示图片使学生对麋鹿外形有深刻
了解，在此基础上读，练习讲解，当众讲解。针对如何练习
讲解，我采用以下的方法：同座互练，指名上台讲，评论，
再请学生上台讲，评比。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学生的兴趣摆在
首位，对于学生能力采取了不断地锻炼，这样取得较好的效
果。

[麋鹿(苏教版六年级上册)]

花鈡教学反思篇四

一、补出字母相应的大小写。

a()b()d()e()f()g()h()i()j()l()n()q()r()t()y()

二、把词语补充完整。

春()大地春风拂()

春()明媚春风化()

春暖()开春()满园

()紫千()

三、照样子写词语。

蜜蜂——蜂蜜

牙刷——()()——()



()——()()——()

四、我的作品

圆：太阳、______、______、_______

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加上偏旁变新字并组词。

竹+()=()()

木+()=()()

亻+()=()()

斤+()=()()

六、填上合适的词语。

()地走来()地展开

()地上学()地玩耍

()地背诵()地歌唱

七、填上合适的词语。

()的孩子()的石头

()的教室()的节日



()的心情()的小鸟

()的阳光()的双手

()的话语()的天空

()的森林()的彩虹

()的流水()的鱼儿

()的鸽子

八、词语接龙。

光()()()()

下()()()()

作()()()()

九、查字典。

汉字音序音节页码组词

多

中

尖

十、照样子，写词语。

曲曲折折:_____、_____、_____、_____

笑眯眯:_____、______、______、_____



火红火红: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我会写。

闷：心进门，胸口闷。

闹：_____________________

闻：__________________

闪：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__________________

闲：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闯：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反义词填空。

远——()少——()轻——()厚——()动——()弯——()

十三、我的作品。

1、大树像__________________

2、花儿向我点头，__________________

3、天上的白云好像_______,它有______的_______,______
的______,还有______的_____。

4、不及...比不上...又不像....__________

5、好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我能给自己设计一张名片:

花鈡教学反思篇五

一、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

声()迹悄无()()()一()二

()()厄运()()成长漂泊()()

林()草()颠()流()轻()敏()

二、写出加点字的另一个读音，并组词：

悄无声息()角似鹿()

漂泊不定()倔强()

三、读一读，用关联词语把两句话并成一句话：

1.麋鹿的外形很奇特。

麋鹿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2.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我国林业部做出努力。

头麋鹿从英国返回故土。

四、按课文内容填空：

1.这是一篇文，介绍了我国珍稀动物麋鹿的、和，体现了国
家。

2.“天色微明，晨雾如轻纱般飘浮在黄海滩涂上。”这句话
把晨雾比作，



写出了晨雾的特点。

3.麋鹿是的一种。它的外形很，，，，所以又被称作“”。

4.阅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这段话从、、、等方面具体描述了
麋鹿的特点;“”这句话写出了麋鹿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性。

花鈡教学反思篇六

原文：

嫦娥(唐代：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注释：

嫦娥：古代神话中的月中仙女，江苏人。《淮南子·览冥
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恒又作
姮。

云母屏风：嵌着云母石的屏风。此言嫦娥在月宫居室中独处，
夜晚，唯烛影和屏风相伴。

长河句：银河逐渐向西倾斜，晓星也将隐没，又一个孤独的
夜过去了。

碧海：《十洲记》：“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
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阔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
正作碧色。”

译文：



透过装饰着云母的屏风，烛影渐渐暗淡下去。银河也在静静
地消失，晨星沉没在黎明的曙光里。

月宫的嫦娥恐怕后悔偷了后羿的长生不老药，现在只有那青
天碧海夜夜陪伴着她一颗孤独的心。

活动导入，揭示课题。

1、出示问题：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什么节日?(中秋节)

2、中秋节有什么风俗习惯呢?(吃月饼，赏月，拜月娘)

3、今天老师给你们讲一个神话故事!请同学们注意听，待会
儿告诉老师：你觉得故事中的嫦娥怎么样呢?(师讲述嫦娥奔
月故事)

4、听完这个故事，你觉得故事中的嫦娥怎么样呢?

初读自悟，读准字音。

1、请同学们翻开课文，用自己喜欢的形式读一读，注意读准
每个字音。

2、听课文朗读，我们也来读一读。

3、诗人简介

4、你有不会读的字吗?

5、学习生字

6、再读古诗，随时纠正学生读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