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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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一

《玲玲的画》一课，文章语言朴实，故事情节简单，学生一
读便明了。那如何让语文课充满浓浓的语文味呢?文章的语言
训练点挖在何处呢?我怎么才能站在语文这块基石上，让学生
明白“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要肯动脑筋，
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的道理呢?在多次试教、修改后，最终
将目光聚焦于生字词语，通过动作演示、换词理解等手段活
化语言，抓住关键句“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只要肯动脑筋，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再现情景，在感悟、
朗读中，理解所蕴涵的深刻道理。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有收
获，亦有遗憾。

收获之一：目标定位准，使教学有了明确的方向。

根据二年级阅读教学的目标，字词教学是重中之重。教学中，
我抓住“端详、糟”等重点词语，分三步落实。首先是初读
层面，重点落实字音，结合字形初步接触字义，由词到句，
由句到篇，循序渐进，体现低段教学“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的理念;其次是细读感悟中，结合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意
思。最后，练写字词，留足时间让孩子书写生字，又一步步
有效地指导抄写句子，不光要注意写准字形，更要注意一句
一句地抄写。就这样，紧紧咬住字词不放松。目标定位的准
确，使这节课朝着语文的方向前进着。

收获之二：手段语文化，使语文课更像语文课。



无论是生字词语的教学，还是文章重点句的学习，都运用了
语文的手段来习得语言，内化语言。“叭”字与“趴”相比
较教学，根据观察字形，结合动作演示，学生很容易的理解
了口子旁的“叭”表示声音，足字旁的“趴”表示动作。又
对本课中表示声音的另一个词进行了拓展，使学生了解，很
多表示声音的词有口子旁。父亲的话多么富有哲理，既是教
学重点，也是理解的难点。我通过再造情景想象说话，体验
玲玲心情的变化，通过朗读加以提升，其中反复强调爸爸的
话。整节课，书声琅琅。最后，通过记者采访，转述语言，
获得人文内涵。

遗憾的是在教学中，我更多的关注教师的教，缺少对学生的
需求的关注。呈现在课堂上，学生显得被动。而细节之处的
处理也欠圆滑，教学的痕迹比较浓。 看来，只有真正把学生
装在心中，处处以学生的需求出发，语文课才能更加充满语
文味。努力吧!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二

以前开课，总喜欢“挑”，挑语言优美的文章，挑自己有感
觉的文章，挑容易把握的文章，感觉唯有如此，心里才塌实。
现在开课呢，也不自觉地“挑”，但挑的标准大不相同，挑
符合教学进度的，挑自己不敢上的，哈，有点自我折磨的嫌
疑。确实，挑了《玲玲的画》一课，回想这一路的备课历程，
真是犹如炼狱。

《玲玲的画》一课，文章语言朴实，故事情节简单，学生一
读便明了。那如何让语文课充满浓浓的语文味呢？文章的语
言训练点挖在何处呢？我怎么才能站在语文这块基石上，让
学生明白“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要肯动脑
筋，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的道理呢？在多次试教、修改后，
最终将目光聚焦于生字词语，通过动作演示、换词理解等手
段活化语言，抓住关键句“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
糟，只要肯动脑筋，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再现情景，在



感悟、朗读中，理解所蕴涵的深刻道理。反思整个教学过程，
有收获，亦有遗憾。

收获之一：目标定位准，使教学有了明确的方向。

根据二年级阅读教学的目标，字词教学是重中之重。教学中，
我抓住“端详、糟”等重点词语，分三步落实。首先是初读
层面，重点落实字音，结合字形初步接触字义，由词到句，
由句到篇，循序渐进，体现低段教学“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的理念；其次是细读感悟中，结合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
意思。最后，练写字词，留足时间让孩子书写生字，又一步
步有效地指导抄写句子，不光要注意写准字形，更要注意一
句一句地抄写。就这样，紧紧咬住字词不放松。目标定位的
准确，使这节课朝着语文的方向前进着。

收获之二：手段语文化，使语文课更像语文课。

无论是生字词语的教学，还是文章重点句的学习，都运用了
语文的手段来习得语言，内化语言。“叭”字与“趴”相比
较教学，根据观察字形，结合动作演示，学生很容易的理解
了口子旁的“叭”表示声音，足字旁的“趴”表示动作。又
对本课中表示声音的另一个词进行了拓展，使学生了解，很
多表示声音的词有口子旁。父亲的话多么富有哲理，既是教
学重点，也是理解的难点。我通过再造情景想象说话，体验
玲玲心情的变化，通过朗读加以提升，其中反复强调爸爸的
话。整节课，书声琅琅。最后，通过记者采访，转述语言，
获得人文内涵。

遗憾的是在教学中，我更多的关注教师的教，缺少对学生的
需求的关注。呈现在课堂上，学生显得被动。而细节之处的
处理也欠圆滑，教学的痕迹比较浓。 看来，只有真正把学生
装在心中，处处以学生的需求出发，语文课才能更加充满语
文味。努力吧！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三

《玲玲的画》是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课文为
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小故事：玲玲准备参加比赛的画，
不小心弄上了墨渍，在爸爸的启发下，墨渍被“变“成了小
花狗。课文中爸爸的话揭示了主题，引人思考。课文内容简
单，主题明确，寓深刻的生活哲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对于
启发学生处理生活中的类似事件有较强的教育意义。深钻教
材后，我在教学时的采取了以下几点做法：

本文记叙的是常见的生活小事。内容集中，语言朴实，对话
较多，玲玲的情感变化：高兴(画好作品)---难过、着急(弄
坏作品)---满意(画更漂亮)是本文重要的线索，爸爸富有哲
理的话语是课文的主题所在。在课堂伊始，我就引导学生理
出了文章的情感线索，在教学中牢牢抓住这条线索，使全文
脉络清楚，豁然开朗，课文内容就拨云见日明朗了起来。

上课伊始，让孩子们看情景课堂理清线索，在教学过程中，
我紧跟“读(走进文本)---多形式地悟(理解文本)---再带着
感受读(表现文本)”这一最基本的语文教学理念，根据文本
的特点和孩子们的表现特点，我设计了分角色读(读玲玲和爸
爸的对话时)、推前想后体会读(如读心情变化的句子)、抓重
点词理解读(如理解“端详”一词时)、背诵爸爸意味深长的
话等等，多形式的读使学生读得自然，读得开心，读得“爱
不释口”。课堂上琅琅的读书声不绝于耳，学生边读边感悟
语言，同时对人物心情变化的理解水到渠成。

整堂课的教学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孩子们学得兴趣盎然，
在思考中互相碰撞出了智慧的火花。不足之处是启发学生弄
清道理后应进行生活中动脑方面的拓展。在指导朗读上，还
有所欠缺，应该叫学生体会一下爸爸催促玲玲睡觉时的语气
是什么样的。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篇四

《玲玲的画》这篇文章内容简单，道理明确，这样的课文，
却往往是语文老师们心中最“怕”的课文，因为它没有诗情
画意的语言，没有高远深奥的哲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
“可挖掘”的东西。在一阵“无措”之后，我决定先好好把
握教材，相信无论是怎样浅显的课文，只要抓准了教材，我
们的心灵都可以和孩子们在课堂是共舞。以下几点是我对自
己课堂的总结：

如何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尽情地展现自己，无所顾虑地思考问
题，是我课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后，我决定以“夸
奖”孩子们为契口，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这个深爱他们的胡
老师，其实愿和他们做朋友，畅游语文课堂。事实证明，我
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的互相夸奖，使孩子们的劲头十足，
兴趣盎然。精彩的回答，惟妙惟肖的表演，久举不愿放下的
小手和一个个盛满“思考”之水的小脑瓜，充分说明了好的
开头也为整节课堂上孩子们的出色表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本文记叙的是常见的生活小事。内容集中，语言朴实，对话
较多，玲玲的情感变化：高兴（画好作品）---难过、着急
（弄坏作品）---满意（画更漂亮）是本文重要的线索，爸爸
富有哲理的话语是课文的主题所在。在课堂伊始，我就引导
学生理出了文章的情感线索，在教学中牢牢抓住这条线索，
使全文脉络清楚，豁然开朗，拨云见日般明了了。

一开始，自由读文，检查生字认读；然后听看动画片读文，
理清线索，两次对课文的整体阅读和把握，各有各的任务，
层层逼进文章。这篇课文的内容贴近儿童生活，因此还是能
引起学生共鸣的。只是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
对于理解爸爸说的那段话的深刻含义有一定的困难，我就引
导学生在反复读的基础上体会。先让学生联系课文对爸爸说
的这段话说说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再让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
谈谈对这段话的感受。朗读、感悟后，链接生活，我说：老



师昨天穿的新裙子不小心被钩破了一个洞，你们能帮我想想
办法，让坏事变好事吗？此时，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帮我出
谋划策。有的说，可以在钩破的地方绣一朵美丽的小花；有
的说可以从不要穿的旧衣服上剪一朵花下来粘在上面；有的
说可以在上面绣一只采蜜的蝴蝶。我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
并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感谢。这群孩子已经真正能够联系生活
的实际，从多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我感到很欣慰。接下来，
我又进一步对说话内容进行拓展，问：在平时生活中，你还
遇到过类似的事吗？孩子们思如泉涌，各抒己见，把教学推
向高潮。

当然，遗憾的是，课堂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在
字词的教学中，语言上不够严密，应准确区分“图案”
和“画”的区别，“名字”和“字”的区别，不能为了自己
所认为的“巧妙”失去语文的最基本的文字要求。最后拓展
部分，有的孩子只是说了努力克服的困难，但是没有体现变
后的“好”事。同时他们的思维也受到了局限，无法打开。

玲玲的画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五

《玲玲的画》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玲玲准备参加评奖的画不
小心被弄脏，已经没有时间重画一张。玲玲着急地哭了。但
是在爸爸的启发下，她开动脑筋，在弄脏的地方画了一只小
狗，不仅巧妙地掩盖了了污渍，还给作品平添了几分家的温
馨。告诉我们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要肯动
脑筋，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这篇课文内容简单，道理明确。

一、教学效果：

1、教学中，我尝试着随文识字，抓住“端详、评奖、叭、
糟”等重点词语进行识字教学。先从文中发现生字，然后学
习生字理解生字，最后把生字放回课文，正确流利地朗读课
文。这样由字到词，由词到句，由句到篇，循序渐进，体现
低年级语文教学“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理念。2、抓主线，



帮学生理清思路。本文记叙的是常见的生活小事。内容集中，
语言朴实，对话较多，玲玲的情感变化：高兴（画好作
品）——难过、着急（弄坏作品）——满意（画更漂亮）是
本文重要的线索，爸爸富有哲理的话语是课文的主题所在。
在课堂开始，我就引导学生理出了文章的情感线索，在教学
中牢牢抓住这条线索，使全文脉络清楚，豁然开朗，拨云见
日般明了。

二、成功之处：

学生在本节课中学有所获：《玲玲的画》为我们讲述了一个
生动活泼的小故事。玲玲准备参加比赛的画，不小心弄上了
墨渍，在爸爸的启发下，墨渍被变“成了小花狗”。课文中
爸爸的话揭示了主题，引人思考。课文内容简单，主题明确，
寓深刻的生活哲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对于启发学生处理生
活中的类似事件有较强的教育意义。本文记叙的是常见的生
活小事。内容集中，语言朴实，对话较多，玲玲的情感变化
是本文重要的线索，爸爸富有哲理的话语是课文的主题所在。
因此教学中我牢牢抓住这两个方面，引导学生充分读书，在
读中体会情感，感悟语言，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
理解课文重点，理解爸爸意味深长的话。在尊重学生个性的
理解的同时，巧妙地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指导学生读书方法，在读书中丰富学生的
情感体验，从故事蕴含的道理中受到教育影响和启迪，懂得
生活中只要肯动脑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道理。

三、不足之处：

课堂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在字词的教学中，语
言上不够严密。对于字词的学习只停留在认读上，而“爸
爸”的话是全文的哲理所在，在读“爸爸”的话的时候如果
让学生们在课堂上用知识联系实际生活，一定会取得更好的
效果。在指导朗读上，还不是很到位。



四、改进措施：

来展示玲玲改了之后的画，接着进一步使用这一教学资源，
让原来的画与改了之后的画进行一个比较，对比出因为一个
无意间的过失让画面上多了一只懒洋洋的小狗，使得整个画
面显得生趣盎然。从而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领悟“只要肯动脑
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