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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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篇一

《小鹿的玫瑰花》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传递出“能够给别
人快乐，自己也快乐”的朴素的哲理。如何让孩子们从课文
中感受到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情呢?首先，我为
孩子营造了一个和谐的课堂。教学中，我抓住了“这玫瑰你
白栽了，一朵花都没看着。”和“看来，你的玫瑰没有白栽。
”，学生从无疑到有疑，从有疑到解疑，一路走来，孩子们
通过阅读不断地理解课文，不断地体验着小鹿的感情变化。
随着思考的加深，感受的加深，情感的体验也在不断地深化。
如在读出疑问后，我问：是老师告诉你们答案呢还是你们自
己去课文中找答案呢?孩子们都说：自己找。一下子把问题抛
给了孩子，孩子成了课堂的主人。这样，我的语文课堂为学
生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置身于教材中与作者、与同学、与
老师的对话交流的过程之中，师生共同经历，共同生成，共
同体验。

其次，注重情感体验。《小鹿的玫瑰花》一课，就多处
引“移情”进课堂，注重体验，让学生感受小鹿的心情，
如“小鹿和弟弟一起数了数，总共有三十二个，他们高兴极
了。”中“他们为什么高兴?”孩子们说：有三十二个花骨朵
儿。“为什么有三十二个花骨朵儿要高兴?孩子们立刻体验到
了：三十二个花骨朵儿将会开出三十二朵玫瑰花，那可好看
了。又如“躺在床上的.那段日子，想得最多的会是什么?”
的体验中，感受到小鹿是那么迫切希望看到玫瑰花，感受到



他看不到花时的那种惋惜和难过。

第三、注重学生的说话训练。在课堂中我设计了2次说话训练：
还有哪些小动物也会路过小鹿的'玫瑰花前，也会对小鹿说些
什么?让我们也来夸一夸小鹿的玫瑰花。特别是第二个说话训
练更是结合了语文课堂作业本中的习题，这样孩子们在作业
中就能有话可写了，不会觉得困难。当然在课堂中也存在许
多问题，如教师语言不够精炼，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等。当
孩子注意到“一天、一周、一个月……”时，有个孩子提出
可能是一年，这时我没有进行巧妙地引导，课堂中的引导过
于生硬。当孩子们回答“为什么一朵花也看不到”时，有孩
子提出：玫瑰花被绿叶遮住了。这是我只是让另一个孩子给
了一个直接的回答，其实可以在学习5—8段后在回头点一点，
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读文探究是多么的秒，疑问可以在读课
文中解决。还有在理解了全文之后还应该让孩子再整体读课
文，让课文回归整体。这样，语文课上，除了让孩子来阅读
理解外，还给孩子搭建了一个锻炼说话的好平台。

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篇二

黄山奇石乐本文主要介绍黄山仙桃石，猴子的海景，仙女的
方式和金鸡叫的天堂这四个岩石。由于课堂条件的限制，多
媒体不能应用，学生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情感理解有一些
困难。

在黄山的奇异而有趣的'经历中，我让学生通过想象力和阅读
理解。让学生从阅读和自己的想象中体验黄山奇石乐。在大
声朗读的过程中，教师的正常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老师在演
示两个后，学生可以尝试阅读自己的文字，自己感觉的思维
和感觉的文本。

最后，我让学生模仿其他岩石中提到的最后一段的文字模仿，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感觉更多的黄山奇怪和有趣。



不足，在教学，教学新词或一些拖延，链接设计不是很玩。

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篇三

《雷雨》课文用精炼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雷雨前、雷雨中、
雷雨后的自然景象，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到了天气的变
化和大自然的神奇。

雷雨是夏天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为了使学生更真切地感知
雷雨的景象，我设计如下的情境教学环节：出示谜语让学生
先来认识雷雨这一自然现象。学生听读课文后，自学生字并
交流识字方法。初读课文，显现课文情境，雷雨前、雷雨中、
雷雨后的自然景象的变化。并通过表格来让学生更深刻的认
识雷雨前、雷雨后自然界的景象变化。最后让学生通过多媒
体欣赏雨后图片，激起了学生对大自然的深刻体验，培养学
生观察生活，热爱自然的热情。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强调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强调了
语文学习是个性化的行为。因此，我让学生自学生字并交流
识字方法，让同学一起来解答，达到学生之间互助学习完成
教学任务的目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习惯。在
理解课文的过程中，通过多媒体出示表格全班交流，把学生
的学习引向深入，让学生充分经历学习过程，体现了教师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使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体验
到了自主、合作学习带来的.'快乐。

都说课堂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上完本节课时，总觉得有许
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在学生交流识字方法这用的时间
太长，以至于分析课文时间不够充裕。以上是我在教完本课
后的教学反思。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应该更加地努力，
使自己的课堂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篇四

《植物妈妈有办法》这篇课文从题目到内容都运用了比喻和
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蒲公英，苍耳，豌豆等三种植
物传播种子的方法，语言朗朗上口，是一篇百读不厌的科普
儿歌。

教学中，我就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课文中讲了几位植物妈
妈？（蒲公英、苍耳、豌豆）它们分别用什么方法让它们的
孩子去旅行呢？同桌合作，学习课文的２-４小节，找出答案。
”这时候学生只有通过自读课文才能了解各位“妈妈”使用
的方法，然后与同学讨论得出结论，进而用自己的语言说出
来。这一过程使学生不仅学会自学、自悟，而且在合作中明
白了植物的种子有各自的传播方式。这种通过自己的学习掌
握的.知识，比老师教的更牢固。这时，我再适时地引
导：“这就是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一些方法，你还想知道其
他植物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吗？课后大家查查资料，找一找。
”学生探究大自然奥秘的欲望由此也被激发起来了。（尽管
上课时只有几个同学了解了其他植物传播种子的办法，但是
看到我准备的课件介绍的相关知识时，大家非常的认真很感
兴趣。）

二年级语文语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篇五

《“红领巾”真好》这篇课文是一篇优美的儿童诗。语言生
动形象有趣，贴近儿童生活实际，插图精美，极大提高孩子
的阅读兴趣。使文章与学生产生共鸣。

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诗歌朗诵节奏性强的特点，采用多种
形式让学生从阅读中感悟文章中心思想。在学习文章的同时
还要强调语文知识的训练，注意各种词语的积累，
如“aabb，abb式词语”，以及“一会儿一会儿；因为所以”
句式的训练，通过训练达到巩固低部学生的语文基础。



语言是一种技巧，是一种技能，要想掌握必须通过训练，不
断夯实双基，打开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