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 棉花姑娘教学反
思(优质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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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一

在教学中我总是觉得对孩子的开放度还不够，在学生不能够
准确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经常是急于去引导、甚至包办代替，
没有给孩子生成的机会和时间。语文教室教学不应是“灌输
式”教学，而代之与开放式的、不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教
学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努力挖掘教材中的创新点，
善于抓住时机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改进方法：当孩子不能很好的体会课文的意思时，应该给孩
子读的机会，请他反复的读，读出自己的情感。这样孩子在
读的过程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体会，而不是学说老师的体会。
用读来代替讲，这是我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个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觉得自己的教学极富“激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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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
能让学生充满热度地学习?大概是由于长年累月的教学已经使
我产生了职业倦怠，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的教学没有以前
的激情，如何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给学生一
个极其富于情感的教室，是我现在经常思考的问题。

改进方法：要深读文本，没有自己的感动哪里来的教学激情，
只有在文本中找到自己的感动，才能用自己的激情去感动学
生。开放文本，把文本的拓展做到最大，把知识拓展到学生



更感兴趣的范围，用教学丰满而有趣。

这篇课文的条理十分清楚，2、3、4自然段都用了同一形式写
了棉花姑娘与三种小动物的对话。此篇与课文《小壁虎借尾
巴》的结构有点相似。如果我采用前面先回顾后迁移的办法
来让学生自己理清课文，那么对孩子的能力生成一定是非常
有益的。

改进方法：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意课文之间的横向比较，进
行有意的知识迁移，有认识的培养学生自己的分析和学习课
文的能力。

1、比如：教学中，学生指出“圆圆的”一词要读得圆一些，
这是件好事，但我没有及时引导更为重要的词语“很快”
和“惊奇”应该怎么读更好，使得此处的品读理解只停留在
浅层次上。在鼓励学生方面，今后应该像赵志祥老师说的那
样，对学生不要太吝啬要多看一看他们进步的地方，让他们
经常尝到成功的喜悦。

2、在课后，有学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棉花
姑娘生病了，她要自己找医生，农民为什么不给她打点药水
治病呢?”我笑着说：“我想如果你是照顾这些棉花姑娘的农
民伯伯，一定会帮她们治病的是吗?”“嗯，是的!”孩子笑
着走开了。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真是十分会思考问题，我总是
去关注一些课本上的文字，想着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让学生
学习，其实孩子们想的角度往往是不同于大人的，而我有时
却忽略了这一点，有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孩子们往往给我上
了一课。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会把自己的经验多多发扬，把自己教
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有认识的修正，让每一堂语文课都
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二

表演课文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体现了低年级学生勇于自我表现的特性，
还锻炼了学生的合作能力与组织能力。

《棉花姑娘》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课文，我在教学中让学生
分角色进行表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表演课文前，我先
把学生分成若干组，确定每个学生扮演的角色；然后让学生
操练各自角色的动作和语言；最后进行小组的表演竞赛。在
表演课文时，每组学生非常积极。有些学生表演得形象生动。
有个扮演棉花姑娘的学生演棉花生病时就蹲着身子耷拉着脑
袋，让人看到了一个生了病的小姑娘无精打采的神情。棉花
姑娘最后病好时，她舒展手臂慢慢地站起来，还做了个开花
的动作，将小嘴笑得甜甜的，多么开心啊！

但是，在教学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表演要求过高，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因素。表演要求要
根据低年级学生特点而定，不宜过高，只要学生能对课文进
行一定的文字上处理，就应当及时予以肯定。

二、忽略对作为观众的学生的要求。低年级学生好动，不能
专心地观看其他学生的表演。教师应当在表演前提出对当观
众的学生的要求。

三、忽略表演后学生的评价。如果让小演员向老师、同学谈
谈自己表演课文的感受与自我满意程度；让当观众的同学也
来评评表演的同学表现得如何。这样做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总之，表演课文这一形式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能激发学生
兴趣，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合作意识。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三

学生找到这些关键词语后，应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这些词语的
意义和作用。我让学生思考：“‘云’、‘月’是‘淡淡’
的，不能郎照，作者却以为是恰到好处呢？”“蝉声与蛙声
很热闹，为什么作者说‘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生逐步明确这实际反映了作者思
想感情的发展历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不满黑暗现
实，追求自由光明，但一时又看不清前进方向，心情苦闷彷
徨，思想矛盾复杂，于苦闷中想求得一时的解脱，因此踏上
了求静之路，来到了日日曾走过的荷塘。欣赏着月下荷塘的
美景，作者得到了片刻的宁静，但现实的阴霾在心头挥之不
去，总有一股淡淡的忧愁蕴含其中。学生再进一步可以理解
本文将客观描述与主观感受融为一体的写作特点。

不同词语的运用，所表达的效果也不一样，没有比较，就没
有发现，就难有深的体会。引导学生比较不同词语的优劣，
品味其中的奥妙，学习语文的兴趣也必然大增。

《荷塘月色》中描述月光时这样写道：“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我让同学们比较“泻”字与
“照”的区别。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品味，一个“泻”字，
变静为动，增强了月光的流动感，同时与“流水”相照应，而
“照”就缺少这样的表达效果。

又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句中的“浮”，是否可
以换作“漂”或“升”呢？同学们思考后明确，“浮”，写
出了雾的轻飘状态，与“薄薄”相照应。“漂”和“升”就
难以体现青雾的轻盈之美、自由之态。

教学的目的在于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教会学生自己掌握品
味语言方法。实践证明，语文教学抓住了“品味”这个鼻子，



完全可以调动起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因为教材中所选
课文大都是语言精品，引导学生深入品味，就如同挖井，井
挖得越深，泉水越多，越甘甜。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四

一节课上完后进行了反思，总体感觉学生学得比较扎实，难
点和重点都能够落实，师生互动扎实有效。

1、注重年龄特点，激发兴趣，探究解疑。

课题的引入我直接用一团棉花来引起学生的注意。自然的引
出课题“棉花姑娘”。并继续学习了新字“棉”。本课的多
媒体课件非常精美，画面生动，很能吸引学生的目光。通过
观看画面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2、抓住重点小节，反复朗读，领悟课文。

本篇课文较长，但情节生动，特别是对话生动有趣，有利于
训练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因此，阅读中花费许多时间，
采用多种形式如男女生比赛读，小组比赛读，分角色朗读等，
进行表情朗读的训练，而且多以学生自我感悟朗读，教师评
价的方式进行。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氛围。

本节课也存在一些问题：

1、教师自身生活经验不够丰富。当学生认为棉花可以做棉花
糖时，由于教师缺乏生活经验，因此，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
反馈，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意积累生活常识。

2、在字词教学的落实上，还缺乏落实一个“写”的环节，学
生缺乏一个动手记忆的过程，在今后的教学设计时要注意时
间的分配。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五

低段语文学习的重点是识字、朗读、发展学生的语言。本课
通过棉花姑娘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看病的故事，告诉
我们燕子、啄木鸟、青蛙、七星瓢虫分别吃什么害虫的科学
常识。课文采用童话的形式，寓生物常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
之中，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和认知规律。使学生在丰富的语言
环境中，在动听的童话故事中，了解不同益鸟和益虫的捕食
方式，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知识的欲望。现将反思如下：

在这堂课中，我认为自己在设计的过程中抓住了几个语言的
重点。

1.课文的第一自然段中有几个词语比较难以理解，分别是：
可恶、蚜虫、盼望。在教学中，我现通过让孩子们观察棉花
姑娘生病图，然后引出“蚜虫”一词，在理解时，现让学生
自己说说蚜虫是怎样的害虫，转而理解“可恶”，再通过看
蚜虫的图片，听老师简单介绍蚜虫，再次巩固理解“可恶”。
从而理解“盼望”一次。

2.课文的2～3自然段中，我将重点放在了朗读棉花姑娘的
话“请你帮我捉害虫吧！”上，通过反复朗读，理解“盼
望”之情。

3.课文的第5自然段，通过学生自读课文，通过找一找的方法
了解七星瓢虫的特点，重点理解“圆圆的”、“很
快”、“我们身上有七个斑点，就像七颗星星”，通过看图，
加深理解七星瓢虫的样子和特点，从而理解“惊奇”一词。
并通过同桌朗读来训练本段课文的对话朗读。

4.课文的第6自然段，，重点在于理解“碧绿碧绿”“雪白雪
白”，并能积累此类词语，拓展练习。首先通过看图理
解“碧绿碧绿”，延伸理解“雪白雪白”，拓展abab类型词
语。



5.整体上，通过学生自己朗读，要求学生完成填空，复现生
字，巩固课文理解。

总体说来，本堂课能抓住课文的每一个语言训练点，能抓住
文本，以识字、朗读、语言训练为课文主题。但整体性不够，
问题过多而细碎，平均使用教学力量，若能提出一个整体性
的大问题，再以此展开，对学生放得更多一些，也许会更好。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六

（不少同学都举起了手，教师点名发言。）

生：我不懂啄木鸟为什么不给棉花姑娘治病？

生：我不懂青蛙为什么不给棉花姑娘治病？

生：我不明白七星瓢虫为什么要告诉棉花姑娘自己叫什么名
字？

生：（齐答）能！

师：有没有这个信心？

生：（充满信心）有！

师：下面你们读书吧！如果把这些问题读懂了，你可以和同
桌交流一下，如果仍然读不懂，也可以找前后桌同学讨论一
下。

（生自由读书，也有相互交流讨论的，老师巡视相机点拨。）

生：我读懂了啄木鸟只会捉树干里的害虫，蚜虫不是长在树
干上，所以它不会捉。



生：因为啄木鸟的嘴又长又尖，蚜虫太小了，它吃不到蚜虫，
所以啄木鸟就不给棉花姑娘治病。

师：（竖起大拇指）你们真行，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谁再
说？

生：我也明白了青蛙为什么不给棉花姑娘治病，因为它只会
捉田里的害虫。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七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10个生字；能正确描写吐、叶、
盼、快、许、棉；积累词语棉花、许多、可恶、盼望、害虫、
帮忙、忽然、碧绿碧绿、吐出；能结合课文内容，用找近义
词的方法理解可恶、盼望、惊奇的词义。

2、学生能正确朗读要求的句子；读出不同的语气。

3、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知道燕子捉空中的害虫、啄木鸟捉树
上的害虫，青蛙捉稻田里的害虫，七星瓢虫吃棉花叶子上的
蚜虫。

多媒体、ppt

一、谈话揭示课题

1、同学们，在上课前老师给你们猜一个谜语。

2、教学棉

（1）读准字音

（2）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个字？



（棉花是植物，所以是木字旁，棉花的颜色是白的，所以右
上是个白字，棉花可用来做毛巾，所以右下是个巾字）

3、出示答案，简单介绍瓢虫。

4、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棉花和七星瓢虫的故事。出示
课题。

5、学生齐读课题

（板书课题）

6、师：棉花健康生长的时候，长出的叶子是碧绿碧绿的，可
是当他受到害虫的侵害，也会生病。

二、课件出示童话故事，整体感知

三、初读课文

学生自由朗读，要求：看拼音读准字音，遇到生字看拼音多
读几遍，并给课文标上小节号。

四、感悟课文，理解课文

（一）学习第一节

（1）、出示第一节课件，仔细看动画，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2）是呀，上面有许多蚜虫，什么是蚜虫呢？介绍蚜虫。出
示ppt.

（3）教学生字许、恶、盼

（4）蚜虫很小，浑身长满蚜虫是一件痛苦的事，哪句话最能
体现棉花姑娘当时的心情怎样、指导读句：她多么盼望有医



生来为她治病啊！（抓住盼望一词读出棉花姑娘迫切想要医
病的心情）

师：盼望你能换个词语说说吗？（希望）

师：盼望比希望的程度更加强烈。

（5）教师范读，学生领悟感情，自由读，指名读。

（6）齐读第一节

（二）学习第6、7节

1、棉花姑娘病得那么重到底是谁帮她只好了病？哪两节告诉
了我们，自由读一读。

2、七星瓢虫本领大吗？你从哪里知道的？

3、教学生字忽

4、你还能向同学介绍一下瓢虫吗？

（展示学生收集的有关资料。）

5、介绍瓢虫家族。

6、七星瓢虫本领这么大，棉花姑娘感到怎样？你从哪个词语
可以看出？（惊奇）找一个近义词；你表演一下这个神态。

7、棉花姑娘的病治好了，她的心情怎样？你能读好第7节吗？

8、学生读第七小节。

9、教学生字：碧



10、棉花姑娘会怎样称赞七星瓢虫？

（三）学习25节

1、自主、探究、合作学习25小结。

（1）小组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学习，读出恰当的语气。

自学提示：a、分角色朗读对话

b、反复读读、想想，感受棉花姑娘说话的语气

c、小动物想帮棉花姑娘治病吗？为什么？

（2）小组合作学习，相互交流。

（3）汇报。

a、教学生字

b、学生交流：棉花姑娘分别向燕子、啄木鸟和青蚌求救，但
是这些小动物没能帮助它。

师：谁能来读一读棉花姑娘说的这句话？

学生读并评价

师：那它们为什么没有帮助棉花姑娘呢？

（4）指导学生朗读这几个自然段。分小组合作朗读。

（5）学生小组读。大家评价。

2、比比哪个小组读的好，相机指导读出请求的语气。



3、汇报学习收获

（小动物不是不想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师小结：现在我们知道了燕子捉空中的害虫，啄木鸟捉树
上的害虫，青蛙捉稻田里的害虫，七星瓢虫吃棉花叶子上的
蚜虫。

5、读有关句子

四、复习生字

五、师小结：

学生交流自己收集到的资料。

六：总结：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本领，它们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可要好好爱护它们呀！

七、板书

51、棉花姑娘

燕子

空中飞

啄木鸟

捉树干里害虫

青蛙



稻田里

七星瓢虫

叶子上

本课通过棉花姑娘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治病的故事，
告诉我们燕子、啄木鸟、青蛙和七星瓢虫分别吃什么地方害
虫的科学常识。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八

《棉花姑娘》一文通过棉花姑娘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
治病的故事，告诉我们燕子、啄木鸟、青蛙和七星瓢虫分别
吃什么地方的害虫的科学常识。本课内容比较浅显，句式相
似。所以，在教学设计时，我把对话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把读作为感情理解对话的重要方法，让学生在读中明理，在
读中悟趣。课后，从学生的作业和朗读情况来看，这节课的
教学还是比较扎实有效的。

低段语文，字词的学习是基础，是重点。在教学中，教师应
重视字词教学，运用多种形式，让学生读准字音，掌握字形，
理解词义。根据这篇课文的生字量少，且有几个较为生僻的
特点，我把本课的识字教学分散到阅读教学的各部分之中。
如在揭示课题时认识“姑娘”两字，并通过找它们的相同点
识记生字。又如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随机学习“啄”
与“斑”，与动物的特点相结合，再配上图片，采用生动形
象的方法帮助学生识记。在巩固识字环节，我也采用了有趣
的过关方式，让学生读一读词语、猜一猜字谜，使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再一次与生字“见面”了。

“阅读不仅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文本之间的
对话，更是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我们更应把着力点放到
疏通学生与文本‘对话’的渠道上。”在课堂上我运用多媒



体、语言等手段创设一定的文本情境，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文本情境中的角色，进入文本，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喜角色之喜、忧角色之忧、急角色之急……真正与文本进行
心灵对话，与角色产生情感碰撞。在教学第一小节时，为了
让学生感悟棉花姑娘盼望医生来治病的急切心理，我先让学
生仔细观察画面，说说棉花姑娘生病的样子。接着，创设情
境：如果你就是棉花姑娘，此时蚜虫正在你的身上爬着，咬
着，你有什么感受?有了这两个环节的铺垫，学生真切地感受
到了棉花姑娘生病时的痛苦、难受，此时，学生的朗读已不
再是“苍白”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又如课文2—4小节棉花
姑娘请动物医生给她治病的段落十分相似，角色对话能引起
他们个性朗读和表演的欲望，也能激发学生感情生成的目的。
在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读好棉花姑娘的话，“如此盼望医
生来给她治病的棉花姑娘会用怎样的语气来请求呢?”学生有
的说兴奋，有的说着急，有的说难受，这时，我尊重学生的
独特感受，并相机指导朗读。而后，通过引读、师生合作读、
分角色朗读等形式，让学生体会棉花姑娘的急切心情和动物
医生帮不了棉花姑娘的抱歉心情。

当然，这堂课的教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棉花姑娘三次请求，
一次比一次急切，学生的朗读还不够到位。最后的“猜字
谜”环节，由于没有出示所有的生字，学生凭空猜测，难度
较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修鞋姑娘课后题答案篇九

《弹琴的姑娘》这篇文章叙事清楚，结构精巧，语言简洁，
优美生动，通过对四季琴声的不同感悟，小女孩的形象描写，
展示了人物美好的一面。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在充分
读懂课文的基础上展开，通过阅读、体现、交流、探究、感
悟，让学生自读自悟，体验内涵，感悟真谛。

教学时，我首先复习回顾上节课内容，接着让孩子自读课文，
画出文中写的好的地方，并想一想好在哪里。培养了学生的



自主阅读的习惯，同时也帮助老师及时了解孩子对文本的原
认知程度，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定进一步学习的
方向，从而实现“以学定教，顺学而导”。我安排了学生先
尝试解决疑问、回答问题，然后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
品词品句等教学方式，逐一解决课前学生提出的疑问。但是
这节课最大的不足是，课堂气氛不活跃，没有把孩子的积极
性调动起来，回答问题者寥寥无几。我觉得自己平时在这方
面训练的太少，孩子们又怕回答错误，所以不敢举手。在四
季琴声的`教学方面，我总觉得有什么欠缺了，后来课后细细
反思，我想：是不是我在四季琴声的教学中太平均用力了，
学生学起来也不太起劲。后来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在春季
的琴声教学中先引领学生通过一定的方法品味学习，然后指
导学法，再让学生分小组学习夏季琴声，有选择地学习秋季、
冬季的琴声，那么既可以突破重难点，又可以让学生体现从
不会到会，从别人教到自己学的实践过程，始终保持学生学
习的热情，那不是更好吗？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尤其是“锲
而不舍”的处理上，我没有在课中根据学生的回答顺势将语
文生活化，让学生谈谈自己生活中“锲而不舍”的例子。

一节课中，要反思的地方可以有很多很多，大的可以是整一
节课的主脉设计，小的可以是某个教学动作。没有最好的课
堂，只有更好的课堂，我相信只要有反思就会有进步。有一
句话说得真好：虽不能至，但心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