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
(优质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一

《我是什么》虽然是一篇科普文章，但却描写的生动活泼，
充满童趣。文章用第一人称自我介绍的方法，以生动的语言，
讲述了水的变化及其利与害。描画出水的各种形状。文中不
点明我是水，更增加了趣味性。教学时我重视了以下几点：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挑选自己爱好的文中角色（云、雨、雹
子、雪）读有关的句子，把自己当做那个角色，让学生自然
而然地走进课文，融入课文。为更好的知道课文做好铺垫。

在教学云变成雨、雹子、雪这一段时，我抓住了“落、打、
飘”三个动词来感受它们的不同特点，让学生加动作表演出
来。同时又结合演示，使学生进一步感悟到文章用词的准确。
然后渗透到感情朗诵上。我又请男生读雹子的句子，女生读
雪的句子，体会雹子的力度，雪的'轻巧。

在教学时，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先让学生用自己爱
好的方式自由读，再通过读、说、演等各种情势，充分知道
课文。学生自由读，教师指导读，读得好的同学读给大家观
赏……使整堂课声情并茂，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朗诵爱好，使
学生不知不觉融入到课文描写的情境当中。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离不开具体形象的支持，当学生
通过读课文知道了水变成汽的进程后，我又通过课件演示，



把深奥的自然常识变得浅显易懂，加强了教学成效。在教学
中，我还注意引导学生联想和想象，帮助学生知道课文，是
他们知道了课文写的“我在池子里睡觉，在……舞蹈、唱歌、
开大会。”中“睡觉”是水安静的样子；“漫步、奔跑”是
水在活动；“舞蹈、唱歌”是海水在翻动及它发出的声
音。“开大会”是指水很多，百川入海嘛。

学生通过课文学习，遭到了环保知识的教育，相信在以后的
生活中回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省用水，保护环境。

最后，在课程终止之际，我又布置了一个学生乐于接受的作
业——画一画水的变化，并注上说明文字。是学生的课堂所
学得以延伸。

当然课堂也有不足之处，个别同学还没有完全融入课文的学
习当中，多是积极性调动还不够。在教学水的不同形状是还
可以渗透一些写作技能。

总之，以后的教学中我要扬长避短，使自己的语文教学水平
更上一层楼。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二

《植物妈妈有办法》是一篇非常有儿童趣味的文章。孩子们
在读的时候很容易进入角色。在读到“四海为家”一句时，
孩子们都放慢了速度，当我问为什么要这样读的时候，学生
根据自己理解说：地方很远很多，所以时间要花的多，所以
应该读得慢些。看来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词的'具体意义，
可是他们已经能够根据上下文来理解了，并把自己的理解融
入到朗读中来，我很开心。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三

首先，在学习“玲”字的时候，考虑到“玲”字组词对孩子



来说有点难度，就出示“小巧玲珑”一词让学生认识，但我
只举了一个例句，孩子可能还没完全明白什么是“小巧玲
珑”；“端详”一词对二年级的孩子确实有难度，所以我找
了另外两个对比较鲜明的.词“张望”和“注视”让学生作比
较，讲到端详一词时，我并没有做到引导孩子理解这个词，
而是通过做动作、举例句让孩子理解，这个过程并没有实现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其次，在引导孩子体会人物心情变化，有感情朗读课文时收
效不大，我没有更好地让孩子体会到爸爸和玲玲的心情。

最后，孩子在回答什么是“好事”和“坏事”时，我没有一
步步地引导孩子说出答案，而是急于让孩子说出正确答案，
导致大部分孩子都不能很好地理解。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四

因为本学期要求要背会三十首古诗，我在看书的'时候，发现
本册四首古诗中，我们已经背过了三首了，这一首《赠刘景
文》是没有接触过的。于是我在本周开始就已经安排学生背
诵了。我发现一个情况，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我每周要求
的古诗，孩子们个个背得好极了，可是要求他们背的课文却
有一部分学生很不流利。这是怎么回事呢？本课准备在学生
全背后之后再讲，所以没有小结。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五

《回声》这篇课文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非常有趣，同时回
声这一现象，学生也有感受。本节课的重难点就是第4自然段，
这一段讲妈妈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进河里，石子激起一圈圈
波纹，又荡了回来。课文从这一自然现象入手，引导学生了
解回声形成的原因。我运用课件，化难为易，变抽象为直观，
突破难点，取得较好的效果。



具体操作如下：先让学生自读课文，与同桌交流回声是怎样
形成的，指一名学生用自己的话回答，然后要学生从书上找
出描写回声的句子。接着，教师打出课件：随手扔起一颗小
石子到水池里，要求学生观察、口述水面的`变化：池里的水
被小石子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池塘岸边，又荡了回来。
最后，要求学生朗读本段，找出动词，加以体会。口述过程，
展示课件，想象回声并反复进行。由于学生对回声原理了解
清楚、透彻，很快地就能把这段课文背下来。

展示课件，展示水面波纹活动的景象，使学生直观、形象地
理解了课文内容，教学难点迎刃而解。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六

首先，在学习“玲”字的'时候，考虑到“玲”字组词对孩子
来说有点难度，就出示“小巧玲珑”一词让学生认识，但我
只举了一个例句，孩子可能还没完全明白什么是“小巧玲
珑”；“端详”一词对二年级的孩子确实有难度，所以我找
了另外两个对比较鲜明的词“张望”和“注视”让学生作比
较，讲到端详一词时，我并没有做到引导孩子理解这个词，
而是通过做动作、举例句让孩子理解，这个过程并没有实现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其次，在引导孩子体会人物心情变化，有感情朗读课文时收
效不大，我没有更好地让孩子体会到爸爸和玲玲的心情。

最后，孩子在回答什么是“好事”和“坏事”时，我没有一
步步地引导孩子说出答案，而是急于让孩子说出正确答案，
导致大部分孩子都不能很好地理解。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七

在导入新课时，我先让学生说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然后告
诉学生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外国的小英雄，名字叫于连。由于



于连是比利时人，于连铜像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也是一
个著名的景点，而学生并不了解比利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对于连的祖国和现在的于连铜像有个感性的认识。

在这个环节中，我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
流利，并找出课文中描写铜像样子的句子，想想这座铜像是
谁。这个环节主要是引起学生对人物的兴趣，了解故事的大
概内容。

在这一教学环节中，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课文的第三、四自
然段。在了解了课文对铜像的描述，指导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铜像的有趣后，我借用书中第二自然段的问题（“人们为什
么要造这座铜像呢？”）继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要求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三、四自然段再在小组中交流。

在三、四自然段的重点段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了解故事发
生的背景，通过对第三自然段的关键字词句理解（“灯火通
明”、“欢声雷动”）和朗读感悟，体会比利时人民对敌人
的憎恨和打败敌人后的欢欣。并引导学生想像敌人阴谋得逞
的后果，体会情况的危急。这样为第四自然段对于连形象的
体会作好了铺垫。

第四自然段是本篇课文的难点。为了让学生能深刻地体会到
于连的机智勇敢，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一个情境：如果你是
于连，当你看到连着炸药库的导火线闪着火花，眼看这里就
要爆炸时，你会怎么办？并要求学生说出这样做的理由。当
学生自由畅谈后，再回到课文中看看于连是怎么做的，想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从而引导学生体会到了于连勇敢、机智
的品质。再通过对描写于连一开始想办法的句子的朗读让学
生感悟到当时情况的危急，在危急的时刻，于连想到了一个
绝妙的.办法——撒尿，把火花灭了，然后我让学生想想还有
什么办法可以把导火线的火花灭掉。再把学生想的办法和于
连撒尿的办法对比，体会于连撒尿办法的绝妙，从而让学生
再次体会到了于连的勇敢、机智。然后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



读第四自然段，在朗读中深刻地感悟人物的品质。

这一环节我主要设计了两方面的拓展。首先是进行口语交际。
在学习完课文的第五自然段，了解了人们塑造了一个撒尿小
男孩儿的铜像来表示对于连的感谢和纪念后，我要求学生假
想自己是布鲁塞尔城的市长或是布鲁塞尔的一位老奶奶或是
布鲁塞尔的一个小朋友，面对小于连，你会说些什么呢？通
过对话形式，既帮助学生表达了对小于连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进一步理解了课文内容，又培养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然
后我让学生说说如果有机会去比利时看小于连，你会给他带
什么礼物呢？为什么呢？在学生自由畅谈后，我用多媒体幻
灯片展示穿上了衣服的于连。这样既让学生学会了如何关心
他人，又加深了对于连的认识。

在教学《小英雄于连》时，我为学生的一些出色回答和表现
而感动。比如在问到于连为什么看到导火线的火花不但没害
怕而是想办法时，有学生回答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他爱他
的祖国。我没想到学生已经把于连的英雄行为延伸到了爱国
的表现，我为学生的回答而感到骄傲。再如问到学生还有什
么办法可以灭掉导火线的火花时，当有学生回答可用石头砸
导火线时，马上就有学生反驳到这种办法不行，他说用石头
砸导火线会摩擦起火，不但不会把火花灭掉，反而会加快导
火线的燃烧。我为学生的回答而喝彩！当学生说看到于连光
着身子，没穿衣服，怕于连冷而要送他衣服时，我为学生的
爱心而感动！

在教学完这一篇课文后，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学生有着巨
大的潜力，我们要善于把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调动起来，在
教学中应用。“相信学生的潜力，把课堂还给孩子”才是素
质教育真正的内涵。在课堂上，我们要积极地为学生创设参
与的平台，提供展示的机会。学生有潜力，需要环境、条件
去开发，就像种子发芽，需要阳光、雨露去滋润一样。我们
教师就是要在课堂这片沃土中播撒种子，创造适合种子生根
发芽的温度、湿度，让它茁壮成长。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安排



个人学习、小组学习、口语交际、情境体会这些形式其实就
是在为学生创造条件，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我相信课
堂——这一师生共有的舞台一定会更绚丽！。

荡秋千教案活动反思篇八

教学这课之前我很纠结，纠结它课时内容如何安排，纠结它
课文要不要分析、课文要不要打在课件上，如果打又怕学生
字不会认，因为课本上是带拼音的，纠结归纠结，课还是上
了。

通过自己的琢磨与思考，我认为学生对小贝当这个人物应该
是非常喜欢的，喜欢他的天真，喜欢他的童趣，喜欢他的'人
小不言小，喜欢他的大人话，喜欢他可爱的神态，喜欢他有
板有眼的动作，似乎贝当以下就进入了孩子的心灵世界。所
以我把第二课时的教学重点定在要学生充分地读书，了解小
贝当的言行，感悟他的内心世界，让小贝当的形象更加鲜活。

文章语言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的格调跃然纸上，孩子们很爱
朗读。但是，怎样才能引导学生读得到位，读得传神呢！我
重在如下朗读进行指导。

在感情朗读时，让学生恰当、合理地配上一些动作，必要时
让学生演一演，能更好地理解课文，读出感情。如，课文开
头小贝当“大摇大摆“的动作，学生边模仿边朗读，声情并
茂。理发师“悠闲自得地看报”，同桌一人做动作，一人朗
读，合作朗读，理解了“悠闲自得”的意思。

当店里其他客人都一个接一个走了，只剩下小贝当一个人，
傻乎乎地躺在椅子上。这时，小贝当会想些什么呢？我为学
生提供了一段拟人化的动画场景，激发学生想象。想象之后
进行感情朗读，小贝当那种纳闷、疑惑的神情，做到尽量让
学生表现得淋漓尽致。



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如引导学生合理想象激发情感时
我为学生提供了一段拟人化的动画场景，但课堂上没有体现
出来。另外对于二年级采用跳跃性的教学方法还是不行，也
可能是之前我也没有运用过，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导
致课堂气氛不太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