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课后教学反思
(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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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与学生情意沟通,如何引导学生体悟课文语
言文字的艺术，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这些都是语文教
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以我教苏教版第三册《乡下孩
子》片段为例反思如下：

过渡：是的，乡下孩子的生活可真丰富多彩呀，书上是怎么
写的呢？想读吗？请小朋友打开书，自由朗读课文第二、三
自然段。

自由读

互动评读：谁读得最好，好在哪里？你从他的读书中听出乡
下孩子的生活快乐在哪儿呀？

引导体验：

1、“捉一只蝴蝶，能编织美丽的故事。

含一片草叶，能吹出动听的歌曲。“

（2）尝试体验：乡下孩子含一片草叶，还能吹出动听的歌曲。
你们想试一试吗？（动手表演）



（3）欣赏体验：你们想听一听那动听的歌曲吗？（放音乐）

（4）诵读体验：谁能像乡下孩子一样把这一自然段也读得非
常动听，让大家都感受到乡下孩子的生活真快乐、幸福！
（个别读、赛读、齐读）

2、“割一篮野菜，撑圆了小猪的肚皮。

逮一串小鱼，乐坏了搀嘴的猫咪。”

看图理解：撑圆

表演朗读：读出小猪的快乐

换词理解：逮（捉）

乐坏了（快乐极了、高兴极了）

演示理解：一串小鱼

（4）感情朗读：指导读出小鱼的多、，猫咪的快乐，体现乡
下生活的丰富多彩！（个别读、同桌互读、男女赛读、齐读）

过渡：如果你是乡下孩子，在生活中你还会有哪些有趣的事
呢？

大家来当小诗人：谁能照着书上的样子来说一说：

拾一把稻穗，。割一篮青草，。采一束鲜花，。……

感情朗读或表演背诵第二、三自然段

一、以人为本

本教学中，我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尊重学生的人格，相



信学生的能力，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从激发学生阅读动机，
到点拨引导学生体验情感，再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运用，一
直到最后鼓励学生朗读背诵，整个教学环节都突出“以人为
本”，学生个个要读、愿读、抢说、乐背。让学生去自读自
悟，让学生独自走进文中，充分地与文本进行对话。在对话
中各自构建自己独特的阅读表象，产生了富有个性的阅读体
验。学生是阅读的主人，阅读是学生自主的实践活动，应该
让学生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中体验与理解。尊重学生，相信
学生，开放学生，学生才会有自读自悟的机会，课上才会产
生多姿多彩的独特感受与体验。

二、以读为主

以读生趣，以读生情，是本课教学特色。这首诗语言洗练而
有童趣，所创造的意境清新活泼，读来令人如沐阳光，如嗅
青草野花气息，如闻童声笑语，悦目赏心。《语文课程标准》
也指出：阅读教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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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受审美乐趣。在低年级的诗歌教学中，特别要注重引导学生
在诵读中感悟，在情境中体验。在教学中，我不但在诵读
中“放飞”学生的心灵，而且在浓烈的'朗读氛围（自由选读、
品读、评议读、表演读、男女赛读）和多种方式的情感体验
（如编故事、吹草叶、听音乐、表演等）中让学生充分去思、
去想、去创造，让他们真切的体会到了乡下孩子生活的乐趣，
领略到了诗文独有的意境美。

三、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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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担任舞蹈教师到如今已经有一个月了，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
种一周一课时的学习，通过这段时间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效果得知，在教学过程中我还有许多地方须提升和改善，比
如，在学踏点步与蝴蝶飞的动作时，在介绍讲解基本动作后，
教师可以以自然愉快的口吻，引导幼儿想象自己就是一只美
丽的蝴蝶，开心地在花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我是一只美
丽的蝴蝶，我在美丽的花丛中飞舞，我好开心、好高兴
呀！”这种引导情境，不仅可以使幼儿在无意中学习，而且
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自觉地改正一些不到位的动作，并会
自觉加入情绪，更会使每个简单地动作活起来，美起来，这
比教师一味地说：“动作要美，脸上要带笑容”的收效要好
上很多，很多！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匆匆》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
章紧紧围绕着“匆匆”二字，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
表达了作者对虚度时光感到无奈和惋惜，揭示了旧时代的年
轻人已有所觉醒，但又为前途不明而感到彷徨的复杂心情。

文章创作于二十年代，在表达上与现代文章有所不同，学生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文中运用了各种修辞方法，而且大
多数句子都是一些短句，适合朗读，因而在教学设计时，我
采用让学生自读自悟的方法，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通过课堂实践，我觉得有些环节落实的较好，而有些地方还



不尽人意。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五至六年级的学生要能根据需要
搜集信息、帮助自己理解课文。《匆匆》这篇文章写于二十
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的作者刚刚二十出头，大学毕业，正
是大展宏图之时，但社会的动荡，令作者感到前途渺茫，作
者不甘心就此碌碌无为，但又找不到奋斗的目标，心情特别
压抑，因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我让学生在阅读文章之前了解
这一背景，对学生理解课文有很大帮助。其次，了解作者朱
自清的生平及相关代表作，又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面，同时能
进一步领略朱自清先生朴实而又细腻的文笔，在头脑中留下
优美的语言，留下美好的情感。因此，在学习课文之前，我
有目的地布置学生进行预习：

１、通过资料的收集了解朱自清的生平及代表作品，以及朱
自清写《匆匆》的时代背景。

２、自学课文生字新词，读通课文，初步感受散文的语言表
达。

３、划出自己不能完全读懂的句子，在书上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一环节的安排，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
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又促进了学生的情感体验，拉近了
作者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使学生能站在作者所处的'环境中去
想作者所想，与作者产生共鸣，更加深刻地体会作者当时孤
独无助，寂寞彷徨的思想感情，不再游离于作品之外。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阅读课文。“教学的一切成
果都要通过学习者自身的发展来体现，而学习者自身的发展
是不可替代的。”教师更是不能越祖代苞，要把课堂实践的
机会留给学生。因此，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我便放手让学
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进一步理解课文。有的学生提出可
以根据课后思考与练习去学习课文，有的学生则采取反复诵



读的方式来理解课文，并把喜欢的段落背下来；有的学生喜
欢一边读一边写，把自己在阅读中对部分词句的理解批注在
书上。我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环节的安排，充
分关注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
体验，丝毫没有把老师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让学生充分享受
读书的快乐，享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实践机会。事实证明，
学生的感受确实是独特的，也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有的学生
特别喜欢第一节，并在边上批注“从这一小节的描述中，我
发现作者是个心思细腻的人，被常人所忽略的自然景物的新
陈凋谢，到了作者眼里，竟成了他抒发情感的材料。

由此，我想到了一句古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有的同学根据课后习题要求，模仿作者来描写一天
里时间转瞬即逝的踪迹，“游戏的时候，日子从欢声笑语中
淌过；闲聊的时候，日子从闲聊的嘴边滑过；敲击键盘的时
候，日子又从键盘上溜过……”有的学生在“八千多日”上
打上问号，提出“这里的几千多日”是虚指还是实指？有的
学生则对“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中的“他们”
提出问题：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我不时在行间巡视，了解
学生阅读情况，存在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在下一环节
的指导上能做到有的放矢，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要倡导“合作”的学习方式。因
为未来的社会里，所有密集性产业都需要通过员工的精诚合
作来完成，合作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又能让学生
学会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因此，在学生自读自悟的基础
上，我组织了两次交流，一次是小组交流，按所坐的位置，
四人一组，交流发表自己的学习感受，人人发言，互相补充，
可以是谈对课文的认识，可以是通过朗读来展示自己对课文
的理解，不懂的问题，互相切磋。实在在小组里无法解决的，
就暂时搁下，等大组交流时再提出来。

以上是小组交流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协商推选大
组发言的人选和内容，这一环节由小组里的组长负责，首先



决定发言人选，其次根据组内的学习情况，把理解的最好的
部分进行整理，让发言人练习发言，如有问题也请他一起在
汇报时提出，这一轮合作就注意了全体学生的参与与锻炼，
做到了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发言的机会，然后进行大组交
流。在大组交流过程中，我充分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进行
有机的组织、点拨，比如，第一组的发言人悟的是对第一节
的理解，那么其它小组有没有也是准备谈这一节的？如有，
就应该再让他们来发言，补充对第一节的认识，如果老师觉
得学生对部分关键词语忽视了，那老师可以先问同学在这一
节里是否提出了问题？有，就让学生提，没有，就由老师提
出来，让学生思考，对学生在朗读中的处理，教师不必强调
一致，只要他读得有感情就行，技巧方面易淡化处理。比如
有学生提出“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时间”中的他们指谁，
我先让同学自己思考，让他们各抒已见，有的说，这个他们
是虚指，有的说，这个他们指的是人的寿命，有的说这个他
们指的是时间，那到底指什么呢？我告诉学生，这里的他们
是代指时光老人所给予的一个人的寿限，但一个人究竟能活
多久，我们彼此都无法知晓，朱自清也一样，所以他在这里
用上“他们”一词。

当然，本节课还有许多不足。

首先，盲目求全：

由于追求课堂的完整，而不能使有些环节落到实处。这篇课
文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分二至三课时
完成，但为了显现课堂的整体性，设计了一课时学完，确实
密度很大，不够科学。导致有些地方该拓展的不能拓展，该
多读的不能多读。如让学生谈作者是怎样写我们的日子匆匆
而逝的，这部分是本课的主要环节，应该让学生充分地读，
充分地说，在读中感悟、理解、领会，领会后再有感情地朗
读，并进行拓展练习，但由于时间所限，匆匆结束。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大班阶段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孩子的理解能力增强，
对周围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能够积极地运用感官去探索
周围的世界。现在的幼儿大多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对自己
所处的环境较为熟悉，对于农村孩子的生活知之甚少，但却
具有强烈的好奇。《我砍倒了一颗山樱花》这个读本运用生
动、形象的画面，优美的语言、有趣的情节，向人们讲述
了“我”的童年生活。本活动有利于在阅读中提高幼儿的语
言能力，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符合幼儿语言发展的需要。

本活动的主目标定位于“阅读绘本，分享故事中“我”的童
年趣事，感受童年生活的自由快乐与无限乐趣；尝试自主阅
读，能用熟练连贯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体验童年
生活的乐趣”。因为学前阅读的重点是阅读画面，理解画面
传达的信息，让幼儿更多地从画面中获取信息。帮助幼儿概
括、提升、拓展经验，符合大班幼儿的认知水平。

活动主要运用参与式的阅读方式，既有集体阅读（ppt），又有
幼儿自主阅读（人手一本小书），环节清晰，过渡自然，环
环相扣，重点突出，具有可操作性。教师以读本中主人
公“我”的身份，带幼儿走进“我”的童年时代，激发了幼
儿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

活动的开始部分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看到的这个小
山村是什么样的？”。通过观察讲述、调动幼儿已有经验。
接着教师以读本主人公的身份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这
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这里度过了快
乐的童年，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令人难忘的事情。今天，
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童年的故事”。

为了避免民间游戏中单纯的玩会很枯燥，孩子们不太感兴趣，
便设计了情景，让幼儿扮演小鸡，来一起做游戏，孩子们会
玩得很高兴。而我认为这也是本次活动的亮点。通过音乐乘



坐皮筋小汽车来出场，进行热身运动，将皮筋便趁鼓励一辆
小汽车，勾起了幼儿的兴趣。整个活动，老师都是在引导孩
子们自己想办法去玩，引导他们想出不同的玩法，引导他们
去合作游戏。在综合游戏中设计了听指令转换动作，不仅增
加了游戏的趣味性，还对孩子们进行注意力方面训练，在转
换之间增强了难度，幼儿很有成就感。游戏中设计了有难度
的夹沙包跳、爬用轮胎搭成的小山坡，孩子们能够在大家的
鼓励下勇敢地去尝试并且渡过难关，表现很棒。而规则意识
的培养也是本次活动的难点。本次活动中也存在这不足，在
活动过程中没有进行总结性的过度，个别幼儿的关注不够，
在对幼儿的探究引导上还需要更细致的斟酌。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1）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发展水平。

（2）工业生产的一些产品是现代农业所不可缺少的，而一些
农产品也需要工业的加工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接下来我们通过了解了工业的'几大部门后，着重了解工业需
要各种能源，那就是煤、铁、石油等能源。这节课我认为能
够掀起高潮的部分，就是让学生自己来谈根据所见所闻，谈
谈你对开发“小煤窑”的看法？而这个问题学生有的在课下
已经准备好了许多小煤窑发生的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引起
了学生们的极大关注，通过了课件也让学生看到了许多小煤
窑事故的惨景，学生看的是触目惊心，无形中了解到了一种
道德观念，那就是人不能只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
他们的整体利益，所以这也对学生进行了一种道德教育。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周一在七（2）听了x的一节数学课，这是第一次听朱老师用
小组合作学习上的数学课，我感觉这是我所听的朱老师所讲
的数学课中的一节课，课堂上朱老师在落实教研室的126策略



与曹校长的四段六部教学法上非常的到位，课堂中既有学生
的精彩展示，又有老师的`点拨升华，就包括学生的提问也紧
扣教学目标，很好的体现了弱者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老师对
学生讲解过程中的提问非常的有价值，我的感觉是一堂非常
高效的运用小组合作学习的研讨课。

当然课没有完美的，给挑一点不是毛病的毛病吧：那就是感
觉那些主持人有点多余。

通过听她们的课，对我们的合作学习、对我们的数学合作学
习，真的是信心倍增！

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努力吧！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教师”，是学生自觉参与学习活动的原
动力，异常是对于初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学习自觉性尚未构成，仅有激活他们的兴趣才能使教学活动
有效地进行。在本课活动之初，我首先问学生：“你们看过
变魔术吗?喜欢看吗?”引起学生兴趣，再进一步告诉学
生：“今日教师要变魔术”，有效的把学生兴趣引入到教师
设置的活动中，经过“变魔术”，把学生最初的“感兴趣”
提升为“探索秘密的兴趣”，为后面学生自主探索学习打下
基础。

在学生带着兴趣去发现了秘密——拓印，就能在活动中不断
体验拓印带来的乐趣，体会到成功拓印的喜悦，让学生在趣
的引导下，插上想象的翅膀，不断去创造，享受学习的乐趣。

“手是意识的伟大培育者，又是智慧的创造者。”动手操作
体验是让学生由具体的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必要
手段。活动中，我没有用讲的方法去直接告诉学生怎样拓印，
而让学生自我动手操作，在操作中自我体验，寻找发现问题，



经过交流、体验，找到正确的拓印方法，这样比教师讲更有
效。另外在感受实物纹理特征时，也是由学生动手摸，比较
后说出来的`，让学生直接体验到实物纹理所具有的立体感、
浮雕感。

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成功的感觉往往来源于成
人的评价。教学中，教师的表扬，哪怕是不真实的表扬，对
于他们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鼓励。再整个教学活动中，我说
得最多的是“你真棒”“你真聪明”“你的想象真丰富”。

春联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今天上午我为美术组的李静老师录了一堂组内教研课，听过
课之后我感触良深，真是一堂“美”不胜收的课啊，美哉！
美哉！

李静老师的教研课我听过很多次，每次都非常精彩，很受启
发。这次她讲的“怎样制作国旗”（那段时间正是国庆60周
年）不仅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美术课，还让我深深受到
了感染。

李老师教研课开始的导入是通过播放一些优秀的美术作品，
学生欣赏作品进行引入的，这就让学生们在欣赏美、享受美
的同时，对即将要讲的主题做好了铺垫；接着李老师又将一
些自己班上和兄弟班级的优秀作品（选材有特点）展示给大
家看，学生们饶有兴致地一边看，一边欢呼（看到了自己班
上的作品），欢呼中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成就感，从而充
分调动了课堂的气氛，气氛调动起来后，李老师对部分作品
进行了解读（点评作品语言优美，很到位），从发现美到分
享美，从个性美到标志性美，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学
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而师生互动。

接下来李老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制作国旗这个主题，只见她
在黑板上画出了一面国旗，详细讲解了国旗的构成和制作国



旗需要的材料和步骤（示范到位，方法得当，环节层次分
明），并提醒学生们作法一定要规范（包括折、剪、贴），
之后李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动手制作，伴着孙楠的《五星红
旗》，制作国旗正式开始了，学生们专注的.眼神，激动的表
情，充满了整个课堂，而李老师这时也面带微笑细心指导着
每个学生（在学生做的过程中发现新方法，及时补充）。

最后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整个教室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传
递着“美”，每个人的心里都享受着“美”，这种“美”让
我们自豪，更能真正体现出美术课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