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沉香救母教学反思(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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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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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一

心理研究表明，小学生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
逐步过渡到以抽象思维为主，而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与感性经验相联系，仍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
形象性。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更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思考问题更是离不开事物的具体形象。

经过这一思考，我决定丢开教参和词典，让学生们通过形象
的动作和表演来体会。两个学生分别演沉香和爸爸，一个学
生先问：“爸爸，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
呢？”“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沉
香”又问：“爸爸，我都那么大了，究竟我的妈妈在哪
里？”“爸爸”看了看沉香，还是没有做声。又过了一会儿，
“沉香”又着急的问：“爸爸，人家都有妈妈，为什么我没
有？我到底有没有妈妈，您告诉我呀！”“爸爸”无奈地摇
摇头，终于讲出了真相。经过了这两个同学的表演，其他同
学马上对“再三”这个词语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体会了
这个词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词语的方法，比单调的查字典要
来得有趣多了！

交流进一步全面提升对文本的感悟。“沉香不在乎长途地爬
山涉水。”“沉香不在乎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饮
露。”“沉香不在乎脚上那么多的血泡，身上那么多的血痕。
”“他也不在乎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学生以
心灵诠释着文本，再造着文本，并且从文本中获得了充分的



情感体验，此时让积蓄情感得以升华，提炼深刻的内涵已经
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于是，我把学生的这些情感凝聚成一个
喷涌点：“小朋友，沉香当时还只不过15岁，面对这么多的
困难，这么多的危险，老师想都不敢想，可是沉香不但一一
克服了，而且还“一点都不在乎”，从这里，你感受到了什
么？”学生的回答又一次掀起了课堂的高潮，正所谓“纸上
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二

课文是一个民间神话传说第一部分，记述的是沉香从父亲口
中得知母亲被心狠手辣的二郎神压在华山脚下，他立志救出
母亲，于是上山拜师学艺，刻苦练功，终于练就了一身高强
的武艺。

这个故事学生并不陌生，但课文的描写比较简单，如果只是
停留在语言文字的描述上，学生的体会就不会很深刻。所以，
我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了多处情境，如：让学生模仿课文中的
小沉香，再三追问父亲“我怎么没有妈妈呢？”从而体会出
父亲久藏心中的苦痛和小沉香又难过又气愤懂得心情，然后
再来指导学生重点读好这部分。

尤其在第四小节中，沉香刻苦地习武练功。不管是寒冬腊月，
还是盛夏酷暑，每天都起早贪黑地习武练功，即使是练得腰
酸背疼，也不放弃的时候，我不断地追问，让学生想象在烈
日下、雪地上沉香刻苦练功的形象，小朋友都被其坚强勇敢，
一心救母的精神感动。

《沉香救母》（一）教学反思

今天上课时，一个学生突然问我“‘再三’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学生就有马上拿出字典翻找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迷惑
了，因为字典上的解释他们并不理解。我突然发现，解释词
语，以词解词，教学参考书（或是字典词典）上怎么说，原



封不动到交给学生，结果学生记住的是一些似懂非懂的词义
解释，印象并不深刻。 心理研究表明，小学生思维的主要特
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抽象思维为主，而他们
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感性经验想联系，仍
然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更是
以具体体形象思维为主，思考问题更是离不开事物的具体形
象。

经过这一思考，我决定丢开教参和词典，让学生们通过形象
的动作和表演来体会。两个学生分别演沉香和爸爸，一个学
生先问：“爸爸，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
呢？”“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沉
香”又问，“爸爸，我都那么大了，究竟我的妈妈在哪
里？”“爸爸”看了看沉香，还是没有做声。又过了一会儿，
“沉香”又着急的问：“爸爸，人家都有妈妈，为什么我没
有？我到底有没有妈妈，您告诉我呀！”“爸爸”无奈的摇
摇头，终于讲出了真相。经过了这两个同学的表演，其他同
学马上对“再三”这个词语有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体会了
这个词的意思。这样的解释词语的方法，比单调的查字典要
来得有趣多了！

情境想像 角色扮演 走进文本《沉香救母（一）》教学反思

刚接触二年级的课文，我真有点束手无策，教学这么多年，
一直停留在中高段教学，面对新的文本，新的教学方法，新
的学生，让我进入新的角色。低段老师不断指导我，低段教
学重字词，重朗读，理解文本。教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沉香
救母（一）》，我反复研读教材，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
神话故事，本文是故事的第一部分。课前预习我问孩子们有
没有看过动画片《宝莲灯》，班上绝大多数都回答看过，很
喜欢，还记忆犹新呢。因此对故事情节很熟悉，所以我想在
课上不必再多加讲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我抓
关键词语来帮助学生从表及里地体会文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感悟沉香为了解救母亲而不怕困难，刻苦习武的精神。



在教学课文第一部分沉香立志救母时，我抓住“再三、含着
眼泪、恨不得、马上”等关键词来引导学生体会藏在父亲心
中很久的苦痛和小沉香知道真相后又难过又气愤的心情。并
通过表演小沉香“默默地攥紧了拳头”来感悟沉香救母决心
的坚定。在此基础上加以指导朗读，学生读出了沉香的心声。

在学习沉香拜师学艺这段时，我抓住“寒冬腊月、盛夏酷暑、
起早贪黑、腰酸背疼”等词语，再出示填空展开说话训练：
寒冬腊月，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沉香
（              ）；盛夏酷暑，烈日当空，
把大地都要烤焦了，沉香（             ）；
清晨，天刚蒙蒙亮，沉香（              ）；
晚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沉香 （            
）。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回答着，而且内容丰富精彩。特别是
石钦同学，一边回答一边做着肢体动作，完全陶醉在沉香这
一角色中，最后，我再采访沉香（石钦）：天寒地冻，沉香，
难道你不怕冷吗？烈日炎炎，沉香，难道你不怕热吗？这么
晚了，你还在习武练功，沉香，你难道不累吗？石钦一一作
着回答，慷慨激昂。通过这些说话和采访，让全班学生都在
想象沉香练武的情景，从而将语言转化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培养学生的感悟想象能力。再通过朗读体会沉香为了解救母
亲，不怕吃苦、顽强学艺的可贵品格。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做到了抓住关键词句，立足语言训练，
巧妙的创设情景，引导想象、角色扮演，从而促使学生进入
文本，感悟品读，课堂气氛活跃，孩子们都参与其中。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三

皮亚杰说过：在教学过程中，儿童如果不具有自己的真实活
动，教育就不会成功。教学设计时我并没有刻意去抓“苍
老”一词。但学生有这个疑问，且可作为文章的突破口。我
也就顺水推舟。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的回答是那么
的踊跃，那么的深刻。他们的回答，使我更深的认识了二年



级孩子的认知能力。

和不畏千难万险做了很好的做了铺垫。也正因此懂得了小沉
香默默攥紧了拳头这一举动。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四

在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时，我抓住“不在乎”一词，引导学
生细细地品读，他“一点都不在乎”什么？以这个为切入口，
让学生自读，然后小组交流，引领抓住“不知……也不
知……，充饥、捧、磨出一个个血泡、划下一道道血痕”这
些字词引导学生反复有感情地朗读，感悟文本，真正使学生
体会到了沉香不畏艰难险阻，救母心切的顽强意志。教学最
后让学生发挥想象，当沉香与其母亲相见后会说些什么？同
桌合作演一演说一说，学生又从文本中脱离出来了。学生演
完后我拉着一名学生的手说：“我的孩子，妈妈终于见到你
了！”这个学生十分激动，望着我的眼睛动情地说道：“妈
妈，我非常想您啊！今后，我们一家再也不分开了！”教学
中把自己溶入角色，把学生溶入角色，师生一起演一演，想
象母子团聚时的感人情景，体会母子团聚的欣喜和不易。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五

我在教《沉香救母》一课时，根据教案，我让学生自由读完
第三自然段：爸爸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便说：“二郎神心狠
手辣，神通广大，你才是个8岁的孩子，怎么能对付得了他
呢？”沉香看着苍老的爸爸，默默地攥紧了拳头。读完后我
让学生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不知是这个问题设计的太过笼
统还是要求过高了，学生的回答不尽如意，就在这时，吴正
涛站起来回答：“沉香才8岁，为什么他的爸爸是苍老的爸
爸？”应该说他的回答滑离了所提问题的轨道，可就是他的
回答改变了我原来的教学设计，因为我想到了薛法根老师的
课，想到了他富有特色的读中悟，悟中读，我何不让学生根
据字词来体会呢？我怀着尝试的忐忑心情，让学生先回答了



吴正涛的问题，有学生说因为沉香一直跟着爸爸过日子，爸
爸很操劳，所以苍老了，也有学生说爸爸常常思念妈妈，心
里很难过才会这样的……学生的回答消除了我的惶恐，我就
请学生根据“默默”一词说说自己的理解，还让学生谈了
对“攥紧”一词的体会，学生说的头头是道，跟刚才的沉闷
判若两回事。

低年级阅读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进行字词训练，不仅能帮
助学生理解词义，还能帮助学生深入课文，与文本对话。在
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抓住“再三、含着眼泪、恨不得、马
上”等关键词来引导学生体会藏在父亲心中很久的苦痛和小
沉香知道真相后又难过又气愤的心情。为了让学生深入文本，
深刻体会人物的`内心，我创设情境，让学生扮演沉香，而我
则扮演爸爸，表演沉香的再三追问。一个学生先问：“爸爸，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妈妈呢，我的妈妈呢？”“爸爸”叹
了口气，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沉香”又问，“爸爸，
我都那么大了，究竟我的妈妈在哪里？”“爸爸”看了看沉
香，哎，这事情说来话长呀。你小孩子家是不懂的。又过了
一会儿，“沉香”又着急地问：“爸爸，你快说要，我这么
大了，人家都有妈妈，为什么我没有？我到底有没有妈妈，
您告诉我呀！”“爸爸”无奈的摇摇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
烦人呀？”“我就这样，你告诉我，我就不烦你了！”爸爸
说：“你妈妈是个善良美丽的女神，因为向往人间美好的生
活，被你舅舅二郎神压在了华山脚下，让我们今生不得团聚
呀！”经过了这样的表演，学生对“再三追问”这个词语有
了深刻的印象，也更能体会到沉香的气愤和解救妈妈的决心
了。

沉香救母教学反思篇六

《沉香救母》这篇课文学生都很熟悉，故事主要反映了沉香
的救母心切，不畏艰难万险，英勇救母的一片赤诚之心。

小朋友们绝大都数都看过动画片《宝莲灯》，有一定的阅读



基础，问题是怎样让孩子走进文本，深入的体会沉香对母亲
的这一片赤诚之心。我主要抓住了两个自然段进行了细致地
教学。

在故事（一）中，对课文的第四自然段采用了设计情境填空，
对课文内容进行补白、想象的教学形式，我设计的情境填空
是：（1）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可沉香还在，他的小手已经
被冻得满是冻疮，可他还是紧握，。（2）烈日炎炎，骄阳似
火，沉香好几次被晒得，师父看了心疼不已，好几次让他，
可他还是。通过这些对课文内容的.补白，学生对文章的阅读
不再是游离于表面，而能触摸到一些具体可感的内容，对把
握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

在故事（二）中，对课文的第二自然段进行了细致地处理，
首先让学生找找最感动人的句子。学生的答案各不相同，说
一、二、三句的都有。在交流第一句时，我为学生补充了成语
“千山万水”，正好体会了沉香为了救妈妈所行的路途遥远。
在交流第二句时，我问学生你渴了喝什么？饿了吃什么？学
生的回答正好与沉香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中他们感受
到的是沉香的生活太艰辛了。在交流第三句时，我先问沉香
不在乎什么？而后，我又设计了填空：看着脚上的血泡和身
上的血痕，沉香心里想。到这里为止沉香的孝心，我想对于
学生而言已经是鲜明可感，跃然纸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