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一

俗话说：“好戏看开头。”一节语文课，如何开好头，一直
是我们语文教学上非常重视的问题。好的导入能把学生分散
的思维聚拢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文的课题有两
个特点，一是课题中有生字，其次标题“四个愿望”是文章
的关键，是贯穿全文的中心。因此，教学时，我采取实在的
导入法，以生字教学为主，理解词义，围绕“我的愿望
是……”练习说话，并通过小结说话练习来揭示课题。这样，
短短几分钟时间，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把学生的已知
信息充分调动出来，又深入挖掘学生对未知的兴趣和欲望，
效果显着。

由扶到放，体现自主

本文属于阅读课文，本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但毕竟只是二
年级的学生，缺少方法，如果教师一味地放手，势必让学生
无所适从，毫无收获。因此，教学过程中，我采取由扶到放
策略，先教师指导学习方法，再自主学习。

教学时，我紧扣“四个愿望”这条线，让学生在读中思考，
找到与愿望有关的句子，即小主人公米佳用不同语气对父亲
说的四句话。教师的指导体现在重点教授句子：他满脸通红，
高兴地对父亲说：“冬天真有趣，我愿永远是冬天！”此环
节包含了词义理解，同类词积累、句式训练、体验朗读等多



方面内容，将这一关键句的内涵充分挖掘，全面展示了学习
的全过程，为下一环节学生自主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学生自主学习的采用，能够让每位学生都能有时间消化老
师教给的'学习方法并进行实践，然后通过集体交流发表自己
见解，给学生一个互相学习机会。

分层拓展

对文本内容的学习，学生在读与交流的过程中已充分领会了
米佳的四个愿望，以及他的心情和语气。因此，在拓展阶段，
我就让学生自己来说说自己喜欢的季节。因为年龄较小，语
言组织能力不强，我为学生的自由说话提供一些简单的句式，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采用与否。学生的回答与理由陈述各不相
同，我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指导，给予适当的评价，使每个
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有能力的学生我鼓励他们动手写
一写。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二

讲授这篇课文之前，我不仅几次阅读全文，同时还考虑一年
级孩子的特点，明确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1、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在朗读的基础上背诵课文。3、感悟
作者通过太阳要表达的心愿是什么。教学重点：理解课文，
朗读课文。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课文。

教学过程有这样几个环节：初读课文、复习字词、学习课文。
在复习生词时，我让学生开火车认读生字，开火车认读时提
醒小朋友要仔细看，认真听，如果小朋友读得对，就跟着他
读一读，如果读错了，就举手帮助小朋友。通过这样的读，
使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如果光让学生
一个人一个人开火车的话，听的小朋友很容易开小差，课堂
纪律难以控制外，还有一个复习效果也会比较差，所以我认
为这种方式很适用于低年级。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我重点



是通过朗读使学生感悟。我首先让学生通过读书找到四个太
阳是什么样子的。学生一边回答我一边把太阳按顺序贴在黑
板上。绿绿的、金黄的、红红的、彩色的，让学生很直观的
看到。然后我逐自然段进行教学。边读边找课文中的我把绿
绿的太阳画给了谁？为什么？出示课件（夏天），体会我为
什么画了个绿绿的太阳？以及由热到凉快的不同感受。在学
生理解了文章内容后，进行朗读指导，教会学生找关键词和
学会断句。在每段理解完后，我总结出了清凉的夏天、香甜
的果子、温暖的阳光、多彩的的季节。使学生学会填写（）的
（）。在语文课上，我还非常重视学生的词语积累。这在最
后一段的教学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我问：“为什么说春天
是个多彩的季节？”学生说出了百花齐放、鸟语花香、泉水
丁冬等很多学过的词来体现春天的多彩。

本节课由于在学生朗读上占用了过多的时间，最后一个环节
没有进行，学生没有说出自己最喜欢哪个季节。还有学生回
答问题时声音不够洪亮，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提高。教师在教
学中还要加强训练密度，提高自身能力，让学生真正学到语
文课应该学到的知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三

原本想这周去看彬彬老师推荐的电影《热血合唱团》，但是
没来得及，所以写了这周的教学反思！上一周带领孩子们进
入了材料的世界，了解到我们身边的很多物体都是由不同的
材料构成，大概认识了一些常见的材料，这周上的《不同材
料的餐具》列举了四种材料：塑料、陶瓷、木头、金属，着
重让孩子们去观察这四种材料的特点，根据特点来判断这些
材料的种类。这一课我之前上过，上得并不是特别好，尤其
是在研讨交流每种材料特点这这一环节上弱了一点。

首先在第一个环节引入上面，我之前第一次上这节课时是
把“神秘的盒子”放在开头来引入的，让孩子们猜一猜盒子
里装的是什么，再到盒子里来摸一摸，再提问：这个碗是什
么材料做的呢？你还见过哪种材料的碗？进而引出了不同材
料的餐具。经过自己去年的学习以及去听区上把这一节课上
的很好的老师的课以后，我觉得把这一环节放在学生观察了
不同的材料后面效果会更好，所以这周在上这节课时就没有
用这样的引入！刚好上这节课的有个班，中午吃完饭后，有
个娃娃的碗不小心摔坏了，所以下午上课的时候，就问他们：
这个同学的碗摔坏了，明天需要重新买一个碗，我们去超市
里看到，超市的货架上面有这么多碗，你们能帮他来挑一挑
吗？从而引出了“不同材料的餐具”，从娃娃们身边吃饭的
事情来引入本节课，这样既贴近生活，又让他们来帮助同学
挑选餐具，增强了学生对这节课的学习兴趣。

第二个探索环节，是对这些餐具进行观察，用眼睛去看，手
去摸，耳朵去听，鼻子去闻这些方法去观察，由于第一个班
去观察时这些方面没有去强调，所以拿到材料以后，很多小
朋友都拿勺子去敲那个碗，有些小组看到其他组在敲，所以
他们也去敲，实验环节就感觉是在比谁敲得更大声，所以敲
碎了好几个陶瓷碗，在研讨交流材料特点时，说到陶瓷有什
么特点？你会建议他买陶瓷碗吗？我把孩子们敲碎了的陶瓷
碗展示给他们看，他们都说陶瓷碗太容易碎了！所以在第一



个班上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马上调整了一下策略，让
他们先用眼睛去看，再用手去摸，去扣，感受一下碗是软的
还是硬的，最后观察完了再去敲一敲，同时把一种材料的碗
和勺观察完并记录完了再去观察下一种材料，如果小组的同
学同时观察一种材料的话，可能有的.小组会抢，还跟我
说“老师，他们不给我观察”，所以后面的班级我都是让他
们一人观察一种材料，观察完了同组的同学交换观察，这样
实验情况要好得多，这一环节，记录是重点，我第一个班上
课的时候，娃娃不知道怎么去记录，所以在引导他们怎么去
观察的时候顺势引导他们如何去记录，记录哪些内容，如：
手可以去抠一抠它们的软硬，耳朵可以去听听它们的声音是
比较清脆还是低沉，还可以去垫一垫哪种材料比较重……在
他们填写时课件上可以出示科学关键词，所以在第二个班上
节课时他们就知道怎么去做记录了，我把他们观察到的一些
材料的特点总结到了黑板上！

观察完这四种材料后，一定要把所有的材料收上来，否则有
些娃娃会管不住自己去动它，了解了这四种材料以后，再进行
“神秘的盒子”这一环节，向他们展示神秘的盒子，盒子里
放了一种材料的碗，我说材料的特点，让他们根据材料的特
点来猜是哪一种材料的碗，这一环节学生的积极性好高，有
一个班我刚说出了“它有花纹”，学生马上猜出了是木头碗，
所以在后面几个班我就放了一个不能马上猜出来的“陶瓷
碗”，提示了更多的特点后他们才猜出来，巩固了孩子们对
材料的认识。

最后回到我们要去解决的实际问题上，刚刚观察了这些材料
的特点，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同学选择合适的碗吃饭呢？你会
帮他选择哪一种材料的碗呢？为什么？学生会说到选择塑料
或者金属的碗，因为陶瓷容易碎，不建议选，有些同学会很
难说到木头碗的缺点，木头碗的缺点是用的时间久了容易发
霉，塑料碗不容易清洁，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吃完饭
后碗是拿回去给家里人洗的，所以他们没有说到，平时在家
里面也没有关注到用的是什么材料的碗，所以每种材料的优



缺点我会给他们稍微补充一下。但是上这节课，课堂时间还
是要把控好，有两个班都还没上完就已经下课了，同时这节
课研讨交流材料的特点时，要多请几个小组的学生把他们的
发现展示出来，效果会更好！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篇四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老麻雀伟大、无私的母爱。我请学生仔细
看课件演示，老麻雀在看到猎狗要吃小麻雀的时候是怎样做
的，这个问题起到了良好的提纲挈领作用。学生看着生动有
趣的画面，思维被激活了，积极举手说想法，对课文语句的
理解深刻到位。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最能体现老麻雀对小
麻雀无私关爱的句子深入感悟。第一句是写老麻雀从树枝上
飞落下来拼死保护小麻雀的，教学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抓
住“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
狗面前”来体会麻雀飞行速度极快，因为它担心孩子的安危。

第二句是“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样子很难看，绝望的尖叫
着。”“扎煞”一词能帮助我们感受到当时老麻雀似乎已经
准备和猎狗决一死战了。而“绝望地尖叫”这个词语让学生
体会出老麻雀当时虽然知道毫无希望，但仍然竭尽全力的尖
叫，这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决不放弃的精神。

第三句是“老麻雀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小麻雀”让学生用动
作来表演什么是“掩护”，这样学生就知道了老麻雀现在是
挡在了猎狗的面前，自己就更危险了。

第四句我引导学生讨论：对于猎狗，老麻雀到底害怕吗?是从
哪儿看出来的?害怕得很却用身躯牢牢掩护着孩子，这是何等
伟大呀!它此时发出了嘶哑的声音。这时让学生换位思考：如
果你是老麻雀你会冲着猎狗喊什么?从中体会到老麻雀当时不
顾一切的心情。第五句我引导学生从猎狗和麻雀的对比中感
受老麻雀的勇气。



男生女生不一样教学反思篇五

结合平日对小班幼儿的观察不难发现，他们在说话时，不太
会控制音量，有时很大声，常常会影响到别人。《爱唱歌的
小麻雀》是一篇充满关爱之情的温馨小故事，作品围绕“爱
唱歌的小麻雀却不能唱歌”的主线，以小小的悬念吸引着孩
子，通过简单重复的对话，使孩子慢慢获得一份情感的愉悦，
从而延伸为内化的行为。

同时，小班孩子对周围环境具有好奇心，尤其对小鸟、小乌
龟、小兔子等动物充满了关爱之情，而小班孩子在言语表达
上有些不完整、有些单一、个别小朋友还出现不愿意说等现
象。为了鼓励孩子们愿说、敢说，我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及
生活经验在这个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中，让孩子们从模仿故
事中的重复性语言入手，通过启发性提问，激发孩子说的欲
望。

托尔斯泰指出“成功的教学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教师不是为了教而教，而是采取恰当的教学手
法。根据幼儿认知水平和教材的自身特点，我在这节课中利
用废旧挂历，通过翻阅自制的绘本书，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通过移动教具让孩子感受上、下空间方位，从而让幼儿有兴
趣接受并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动物的对话，感受愉悦
情感。最后通过故事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引导幼儿进一步感
受故事中关爱朋友的美好情感和不打扰他人的优秀品质。

整个活动进行的虽然很流畅，但也存在了一些问题，课堂气
氛还不是很活跃，还需要提高与孩子之间的积极互动，让全
体孩子都能更加大胆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