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篇一

《大自然的声音》是一篇散文，四个自然段，通过对大自然
声音的细腻描摹，展现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美。文章整体结
构清晰，先总后分；段落结构富有特色，总写只有一句话，
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分写各段，先总后分，先概括后具体，
结构化思维十分明显。因此学生在完成课后第二题时速度很
快，难度不大，可见学生对于文章内容的把握是准确的，只
是他们不知道“总分结构”这一名词。

二、三、四自然段的首句，即总写的中心句，都奠定了整段
的写作手法：拟人化。这种写法，本身就充满情趣，符合儿
童的阅读趣味。学生在学习是也相对容易接受，特别是在朗
读时能比较容易地带入情感，在朗读课文时情感、语气把握
较好。

课文的语言的美，更重要的在于能根据不同声音的特点，选
择适切的词语和句子的长短、节奏。微风“轻轻柔柔”，狂
风让“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小溪“淙淙”，河流“潺
潺”，大海“哗啦啦”；鸟叫“叽叽喳喳”，虫鸣“唧哩哩
唧哩哩”，蝈蝈“歌唱”……无论是描述声音的特点，还是
拟声，用词准确、适切。

在本堂课的教学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朗读，对课文内
容没有做太细致的讲解，也花了较多的时间去积累关于风、
水、动物的象声词。因此学生在课后背诵第二三两段速度较



快，朗读也比较有感情，很顺畅，但是在做课堂作业本时出
现困难：

问题：读着片段中的“呢喃细语”，我仿佛听到了xxxx。读着
片段中的“xxx”，我又仿佛听到了xxxxx。

学生对于“呢喃细语”的理解基本都写对，但是对于“仿
佛“后面的自由练习就不会了，发散性思维较弱。部分学生
表示不理解题意，不知道该填什么，后来我告诉他们这是要
形容风的声音，想象不同的风吹起时的景象，学生也能很快
明白，只是个别学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或者说是学生的词
汇积累太少。心求通而未得知意，口欲言而未能知貌。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篇二

这篇课文结构严谨，第一自然段概括地说明了“大自然中有
许多美好的声音”，作为文章的总起。第二、三、四自然段
均以总分的方式构段，介绍了风、水、动物的声音。

因此，我以“大自然有哪些声音”为主线展开教学，在小组
汇报时，我有所侧重地引导学生学习第三自然段“水的声
音”，抓关键词、重点句进行朗读、体会，然后观察发
现“顶针”的句式，“小溪淙淙地流向河流，河流潺潺地流
向大海，大海哗啦啦地汹涌澎湃”，当然“顶针”这样的术
语不能直接告诉学生，只能让他们去发现句子的结构特
点“前一个句子的末尾成为下一个句子的开头，自然连接”，
进而有规律地背诵。

另外两个自然段我采用扶、放的过程，“风的声音”侧重对
比的写法，“动物的声音”运用了排比的手法，都是展示了
声音的魅力，我意在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最后又回到全文，引导学生发现全文的构篇特点和第二、三、
四自然段的构段特点，从整体上对全文有一个把握。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篇三

《大自然的声音》是一篇散文，四个自然段，通过对大自然
声音的细腻描摹，展现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美。文章整体结
构清晰，先总后分；段落结构富有特色，总写只有一句话，
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分写各段，先总后分，先概括后具体，
结构化思维十分明显。因此学生在完成课后第二题时速度很
快，难度不大，可见学生对于文章内容的把握是准确的，只
是他们不知道“总分结构”这一名词。

二、三、四自然段的首句，即总写的中心句，都奠定了整段
的写作手法：拟人化。这种写法，本身就充满情趣，符合儿
童的阅读趣味。学生在学习是也相对容易接受，特别是在朗
读时能比较容易地带入情感，在朗读课文时情感、语气把握
较好。

课文的语言的美，更重要的在于能根据不同声音的特点，选
择适切的词语和句子的长短、节奏。微风“轻轻柔柔”，狂
风让“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小溪“淙淙”，河流“潺
潺”，大海“哗啦啦”；鸟叫“叽叽喳喳”，虫鸣“唧哩哩
唧哩哩”，蝈蝈“歌唱”……无论是描述声音的特点，还是
拟声，用词准确、适切。

在本堂课的教学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朗读，对课文内
容没有做太细致的讲解，也花了较多的时间去积累关于风、
水、动物的象声词。因此学生在课后背诵第二三两段速度较
快，朗读也比较有感情，很顺畅，但是在做课堂作业本时出
现困难：

问题：读着片段中的“呢喃细语”，我仿佛听到了xx。读着片
段中的

“xx



”，我又仿佛听到了xx。

学生对于“呢喃细语”的理解基本都写对，但是对于“仿
佛“后面的自由练习就不会了，发散性思维较弱。部分学生
表示不理解题意，不知道该填什么，后来我告诉他们这是要
形容风的声音，想象不同的风吹起时的景象，学生也能很快
明白，只是个别学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或者说是学生的词
汇积累太少。心求通而未得知意，口欲言而未能知貌。

在课后小练笔中，大部分学生都能写出来，可见这堂课还是
有所收获的，作业本上的小练笔是在课堂上写的，但是我发
现班里21位同学，怎么大部分学生写的东西都差不多呢，选
取了相同的事物，用了相似的修辞。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篇四

《大自然的语言》是一首文笔优美，语言生动活泼的科普知
识性儿童小诗。它从一些最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入手，向我们
展示了大自然语言的奥秘。诗歌文字浅显，文笔优美。

1、落实朗读训练，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理解课文内容，
在品读过程中感悟语言，体会大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

2、注重在阅读中引导学生发现诗歌写作上的特点及形式，指
导学生仿写，给学生创作写作的平台，使其思维得到拓展。

1、转换语言文字的叙述形式。小诗中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的，
教学过程中为了让文字更加充满童真童趣，更加接近孩子们
的心灵世界，我则调动孩子们一起将小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
进行改编。如小诗的第七小节：“你如果钓到大鱼，鱼鳞上
也有圆圈，一圈就是一岁，这又是大自然的语言。”我示范
给孩子们可以这样改编文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
鱼身体上的鱼鳞，你们知道我还有什么作用吗，那就是我可
以告诉你我的主人金鱼有几岁了呢！



我有几个圈圈，就说明金鱼有几岁了。怎么样小朋友们，今
天知道这个小秘密感觉很开心吧？”这样一来，我发现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这让孩子们对于这篇诗文的每一个小
节更有了进行改编的乐趣，让每节小诗更加充满童话的色彩，
将学习知识与创作语言故事紧密地融为了一体。后来孩子们
又对其它几个小节，如：小蝌蚪、大树年轮、大雁、三叶虫
等小节都做了语言文字的改编，从而改变了一种原有的教学
方式，更让孩子们学习兴趣浓厚。

2、指导学生感情朗读，体会语言文字的美妙。特别是小诗的
第四和第五小节，讲的是蝌蚪和大雁带给我们的关于大自然
的语言。对于蝌蚪和大雁孩子们并不陌生，蝌蚪像黑色
的“逗点”，大雁像省略号一串，此时，我便会引导孩子们
在脑海里进行充分想象，同时借助书中提供的画面，感受两
种小动物不同的可爱之处，最后再让孩子们进行感情朗读。
这两个小节中分别有两句反问的语气，更加使文字充满了童
趣，但孩子们的语气还不是很到位，后来经过我的范读和转
换句子形式来提醒孩子们去读，最终能让孩子们达到了有感
情去读。

3、诗歌的创编。课后我布置孩子们回去搜集整合资料：“你
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语言？写一写，如果能写成诗歌就更好
了。”班级多数孩子，特别是普通组和提高组的孩子们几乎
都去搜集有关大自然的语言了，有的是关于谚语的，如“蚯
蚓爬上路，雨水乱如麻”等等类似的天气方面的谚语；有的
则是将自己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整合了一节节充满童真童趣
的小诗。

三年级走进大自然的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课文。新课程标准强调：阅
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
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
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乐趣。要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激情，在读
中体验、品味。

因此根据课程标准，我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以读为主，引导学
生入境、想象、美读、感悟，旨在让学生真正走进大自然，
体验大自然，发现大自然，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让
学生的想象在美读中飞扬。

大自然里有着许多美妙的声音，学习此课，学生听到了大自
然中风、水、动物在大自然中形成的美妙声音，并学习模拟
这些声音，学习兴趣浓厚，并通过学生平时生活中对大自然
的观察、说、写，模拟出更多更奇妙的自然界中的美妙之声，
激发了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浓厚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