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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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一

我们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点名的时候，总会有一些
小脑袋凑在我身边，睁着大大的眼睛问我：“老师，你怎么
在每个小朋友后面都画竖线啊？”在我统计班内卫生用品的
时候，身后也总跟着几个“小尾巴”，指着我手中的表格不
停地问这问那，眼神中充满了好奇。《纲要》中指出：要引
导幼儿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简单的问题。
中班幼儿已经有了对数和量的初步认识，本次活动根据中班
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意在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学会运用简
单的方法统计物品，提高计数能力，初步建构对物体的类概
念。

【教学目标】

1、体验统计带来的快捷与方便，激发对统计学习的兴趣。

2、初步学会分类统计，提高计数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学会用简单的方法统计物品数量的多少，并使用表格分类
记录。

4、发展辨别、分析、归纳智力和运用智力。

5、让幼儿懂得简单的数学道理。



【教学准备】

（1）一份，统计表

（2）每人两份，铅笔每人一支。

【重点难点】

重点：学习使用统计表格进行数量统计。

难点：准确地填写统计表格。

【教学过程】

一、观察记录结果，引发学习兴趣幼儿一起分享在家记录的
门和窗的数量。

提问：你家的门和窗有多少？你是怎样记录下来的呢？

教师：除了你记录的方法外，有没有更简单、更快速的方法
来记录呢？我们来看看吧。

二、引导幼儿自主发现统计的方法

1、师生共同探讨，完成表格（1）。

（2）师生共同完成统计过程。

统计步骤和方法：先将要统计的物体用文字或标记在表格上
记录；然后通过计数查出每种物体的数量：最后将相应数字
填写在物体对应的表格内。

教师对记录的过程进行简单的总结。

2、观察比较，了解统计的好处。



出示班内物品统计表格，请幼儿观察比较。

提问：你认为哪种方法更好些呢？

小结：表格记录的方式更快、更简单，让人一看就明白。

3、引导幼儿实际操作，尝试对两种物品进行统计。

（1）统计表（2）每人一张，请幼儿观察统计表并相互交流。

教师：表格中有什么物品需要统计？我们应该怎样去统计？
怎样记录？（分别提问1

（2）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正确使用统计表格。

教师：我们在记录前应先观察表格里的物品，然后拿着铅笔
和统计表到统计区统计物品。

4、幼儿再次对班内物品进行统计，巩固练习统计的方法。

（1）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完成统计表格中的内容。

（2）请幼儿自由选择统计内容，填到表格中并进行统计，教
师巡回指导。

（3）幼儿互相检验统计结果，完成统计表格。

三、活动结束

活动评价：

（1）鼓励结果正确的幼儿。

（2）评价统计过程中认真、细心的幼儿，让他们了解，只有
认真、细心，统计结果才会正确有效。



【教学延伸】

每人一张统计表（2），请幼儿统计家里的幼儿用品，巩固学
习内容。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教学的心得体
会可以总结在教学反思中，那么什么样的教学反思才是好的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买文具——试一试》教学反
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处理“淘气买的钢笔比现在文具店里的钢笔每支贵多少
元？”这一问题时，我比较注重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思路的
分析。我是这样设计的：

1.请两位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口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2.学生独立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到的数学信息有哪
几个，后将信息和问题完整叙述，随后全班齐读。

3.学生思考：解决这个问题，要先求什么，再求什么?并找多
名学生回答。

4.列综合算式，并解答。

教学中并没有单纯的讲授记忆除加、除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
序，而是让学生结合解题思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理解
运算顺序的.合理性。

在实际的课堂中，发现因为时间的问题，不能全面的了解到
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这一问题，以练习题最后一道
为例，我把权利放给小组长，他们来负责检查这道题的情况，



并将情况反馈给我。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三

《少年王勃》是一篇人物故事。课文讲述了少年王勃在藤王
阁赴宴时写下千古名文《藤王阁序》的事，显示了王勃非凡
的才华。

在研读课文伊始，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朗读课文中，你
觉得王勃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的回答包含面很广：很有才气
的、善于观察的、善于思考的等等。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
我抓住“很有才气”这一关键词，让学生们读读、画画文中
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王勃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学生们在快速默
读和圈圈画画中找到了各自的答案：

1、“一位姓阎的都督正准备在滕王阁举行宴会，听说王勃很
有才气，便邀请他也来参加。”(连都督都邀请这个孩子来参
加，说明他很有才气。)

2、“都督要求客人写一篇庆贺文章，在座的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谁也敢答应。”(谁都不敢在这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随
便写文章，怕写得不好遭人耻笑。)顺势利导，我有提出了问
题：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时候，王勃在干什么?学生
很快读出了第三自然段，由此，我引导学生明白王勃为什么
能够很快地写出千古传诵的文章，是因为他善于观察，肯于
思考，而且是凝神观察，静静的思考，方能胸有成竹，这其
实是写出好文章的前提，我们写作文也应该这样。同时，我
告诉学生这是反衬法，我们在习作中也可以尝试运用。

3、王勃边看边想，突然回转身来，胸有成竹地说：“让我来
试试吧!”他文思如泉，笔走如飞，不一会儿就写成
了。(从“胸有成竹、文思如泉、笔走如飞、不一会儿”等词
的理解体会王勃的才气。



4、当那位都督听人讲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竟忍不住地拍案叫绝：“奇才!真是奇才!”(从奇才也可以
看出王勃的才气。)我再让学生把这一诗句与第三自然段的内
容对照读，自己体会读懂了什么?由于对江水的美景感悟很深，
所以对诗句的理解没作过多的分析，学生能自己读懂了，在
读懂的同时，体会到了诗句的凝练。

5、王勃写的这篇《滕王阁序》成了千古传诵的名文。(从千
古传诵也可看出王勃的才气。)

6、最后，在学生理解王勃很有才气的基础上，我又补充
了“才华横溢、才智过人、文思敏捷、出类拔萃、后生可畏、
笔下生花”等词语，增加了学生的词汇积累。

本节课，我抓住“才气”引导学生理解了课文。学生学得兴
趣还是比较浓厚的。总之，我们欣赏并提倡‘简简单单教语
文，本本分分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的回归常态的语文
教学。”但作为教师怎样的设计才能便于孩子们扎扎实实发
展了?话说简简单单,实在是不简单!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篇四

一：斟词酌句，读中感悟本课虽然语言朴实、简洁，但是对
人物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却是细腻、丰富的，这也是本
文的一大特色。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
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此在
教学中，我着重让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抓住人物的语言、神
态、动作去多读、多悟。用“男孩的那些语言、神态、动作
引起了保罗的误解?”这一问题引发学生们自己去读课文，寻
找文中对男孩语言、神态、动作描写的关键词、句，圈点批
注，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去理解、体会关
键词的作用。例如学生读到“男孩绕着那辆闪闪发光的新
车”时，有的就能抓住“绕着”这一动作，体会到男孩被新
车吸引，靠近新车，欣赏新车。在学生有了自己的体会时，



我立即让学生把自己独特的体会写进旁批中，鼓励学生在读
书时做到读、思、记的好习惯，学会自己加批注。有了体会
后再让学生通过朗读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这时就不需要
老师再去过多的指导，因为有了学生自己的独特感受，有感
情朗读就变的容易起来。有了“第一次误解”的导读、导悟
的铺垫，我在教学“第二次误解”这个关键部分没有过多的
分析讲解，而是了让学生自己在书上做“旁批”，要求学生
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其实通过上面的读和悟，学生已经有
了自己的认识。试着用自己加旁批的方式，让学生大胆发表
自己的见解，注重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能力的培养，珍视
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二：入情入境，感同身受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
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情感”.

教学中，当学生了解了两次误解的原由后，为了丰富学生对
文本的理解，让学生更深入的体会兄弟情深。我创设了对比
情境，让学生在背景音乐的渲染下，在教师深情的语言描述
下，充当跛脚弟弟去想象体会他在这之前贫苦的生活状况和
苦闷生活态度，与当哥哥给他许下承诺后那种快乐、兴奋的
心情对比。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兄弟间的情谊，设身处地的感
受哥哥那无私的爱。从而与跛脚弟弟产生共鸣，让学生产生
想说的欲望，不但把原来“要我说”变成了“我要说”，而
且激活了学生原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多种储备，使其一下子进
入了“不吐不快”的课堂境界。

三：走出文本，回归生活“让语文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
语文。”

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使学生从
已有的生活体验中感受课文内容。在学生懂得“给予是快乐
的”后，我以央视爱心公益广告“激情”，让学生在欣赏中
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爱心，感受无私的给予别人关心、
帮助也是快乐的。带领学生走出文本，回到多彩的现实中，



唤醒学生沉睡的记忆，联系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感悟在成长
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教育自己的重要意义，最后该课也在激
情的总结和动情的音乐声中结束。当然，课堂教学也是遗憾
的艺术。这节课也存在许多不足和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在
让学生试着自己加旁批时，对学生的估计过高，在学习方法
指导上也不够细致，导致部分学生无从下手。课后我深刻意
识到，教师应明确地告诉学生批注的地方(文中的重点、难点、
疑点、妙点处)、加旁批的内容(可以是自己的体会感受，可
以是一句或几句话，也可以是一个词，甚至几个符号，此外，
还可以借用古今中外的名言名句)等等。这样，有了方法上的
指导，更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做起旁批来肯定会
更加精彩，更能在课堂上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
阅读能力。还有语文课堂讲究语言艺术，我在整堂课中，语
调控制的不理想，不够抑扬顿挫，导致自己的嗓子承受不住，
也给学生造成了听觉疲劳。这次活动中，在市教科所和武胜
教研室的指点下，在许多优秀教师的帮助下，我对新课标有
了新的认识和不少的提高，我觉得这是我此次活动的最大收
获。

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将继续努力，不断的提升、完善自
己。

二年级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我用思维拓展教学导入，提高学生思维的平台；再结合
上可爱的动画，丰富的教学资源、动听的.歌曲，为学生的创
作做一个良好的铺垫，使学生始终在一种轻松愉快的艺术氛
围中学习。学生学得主动，学得开心，学有所思，学有所得，
得到了艺术课的点滴经验和成果。

这节课我在不同的学校上过很多次，从学生的作品情况来看，
总体来说效果都不错，大部分孩子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
着不一样的创意与想法，很多都是我们成人所想不到的。有
孩子做了一个大的机器人，在机器人的头和手里面放橡皮、



身体里放铅笔、尺子等等；有的孩子将废纸筒塞进纸盒做鼻
子，用来装胶棒，在“鼻子”上方挂上两个彩色的透明胶，
看起来就是个有意思的头部；还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作品。只
是，某些很好的想法，却制作不出来，成了“空想”。

我想，只要能坚持将创意带进课堂，若干年后，学生在对待
同一事物上都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温总理说的
“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
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就会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