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篇一

有障碍，才有生活，要是没有的话，人便会毫无生气地走过
这一生，就像不明不白的生命离开毫无生气的机体一样。在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在学习中也可能在人
际交往上。

在学习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拦路虎，我要做的就是去接受
它，处理它，记住它并放下它。也正是这些困难成就了最好
的我们。更是对我这种马上面临中考的人来说，去放下心里
的紧张，不安也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对于不好的事情坦然接
受，然后奋发向上。

人应该有深刻的生命体会，而不是浮华的活着。遭受挫折不
但可以使人生积累经验，而且挫折可使人生得到不断的升华。

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篇二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能区别“漂、游、跑”的意义。

2、继续根据要求预习课文，理解词语“清亮”和“清脆”的
不同。

3、通过对文中词句的理解，感受小溪流活泼欢快，积极向前
的生活态度。

继续预习课文并从反馈交流情况入手。



预习理解的正确性。

预习课文

同学们，你们见过会唱歌的小溪流吗？你们听过小溪流唱的
歌吗？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严文井所写的《小溪流的歌》，
去认真感受一下这首永唱不衰的歌吧。

2、引出课题，小溪流究竟唱着怎样的一首歌呢？

1、这是一首怎样的歌？

2、出示关于描写小溪流向前奔流的句子，让学生填写完整。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唱着歌），（不分日夜）地向前奔流。

小溪流一边（奔流），一边（玩耍）。

小溪流（笑）着往前跑。

小溪流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奔流，奔流，渐渐地，又有许
多别的小溪流来跟他汇合。

3、读第2、3小节，思考：你觉得小溪流的奔跑有着怎样的特
点？

4、组织交流：

（1）第2小节从“快乐”入手。圈出小溪流动作的词语。

（2）朗读小溪流、小树叶、小蝌蚪的句子，想像有趣的情景。

（3）第3小节围绕“不怕困难”来交流，抓住“轻轻跳跃、
一股劲儿、什么也阻止不了”等词语。



（5）最后一小节，扣住“不知疲倦”，归纳出小溪流唱的是
一首活泼快乐、积极向前永不停息的前进之歌。

2、推荐阅读《小溪流的歌》原文。

2、小溪流的歌

活泼欢快不知疲倦勇往直前

小溪流小河大江海洋

这是一则童话故事，学生很乐意去学。因此我充分利用学生
的这一心理，让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自自主去学习，通过感
知指导，让学生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语气去体现人物特点，
表达作者思想感情，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大致知道了小
溪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而且很可爱。在教学时，我发现学生
对小溪流和枯树桩和枯草的对话很感兴趣，因此我抓住了这
一契机，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在朗读中去体会去比较，使他
们更清晰地体会到了小溪流那永不停息的.精神。

在作业练习中，少数同学对文章的主旨认识不够清晰，完
成“读写双通道”时，有些离题。

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篇三

《小溪流的歌》一课，情节比较简单，语言富于儿童化，学
生很好理解，我引导学生通过读，体会学习文中运用对比的
手法突出小溪流的乐观坚定，奋斗不息，乐于奉献的`优秀品
质。课堂上运用了多种形式的读：朗读、默读、速度、分角
色读。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感知形象，也锻炼了学生的阅
读能力，但分角色朗读的效果不够好，学生不是主动的去读，
不是真正融入文本中。

教学第三部分是提升部分，通过拓展，让学生想象在成长过



程中遇到困难，自己应该怎么办?使学生更好的让小溪流这一
形象的精神品质感染学生，激励学生。学生们畅所欲言，将
自己的想法畅所欲言地表达了出来。

整堂课学生表现积极，但学生的主体地位没能体现好，学生
没能充分地自主学习。

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教的是九年级上的《林中小溪》，文章语言充满诗意，
既不乏优美，又蕴含深刻的哲理，很有诗的味道。文章的篇
幅很长，内容比较散，很是体现了散文的特点。以前教授此
文时着实费时又费力。

上此课前先让同学读了两遍，一开始上课就请同学们谈一下
阅读感受。通过这个环节，我了解到同学们基本读懂了小溪
的形象，但只留于表面不够深刻，也知道同学们难点所在，
主要是一些含义深刻的句子。所以这节课主要由分析小溪的
心态，它的行为表现，以及它的语言来深入感受小溪的形象。
再把视线转向文章中其他事物的描写，探究对表现小溪的作
用，由此来体会作者的写作技巧。到此感觉对文章的理解还
不够深刻，我就介绍了作者的生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
者通过写小溪的历程还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问题让同学
们想的很多，有的找到了课文中的“原是大地上最后一名的
我，最先进入了白花争艳的世界”和“我的小溪到达了大
洋”说课文也展现了作者的一段心路历程。也有的同学结合
我们的人生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见解，我都予以了肯定。感觉
今天的一节课同学们表现得很活跃，我也很享受。

上完后想想今天课上得比较开心，原因在于正确地了解了学
生的情况，有的放矢才会上得比较顺心吧。



潺潺的小溪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童话小说，寓意深刻。

在教学中我很重视学生的朗读，注重对文本的品味，学生能
很好的感悟文本的语言，品味其中的道理。我以问题“你觉
得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溪流?你是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贯
穿全文，在学习文本的过程中，朗读始终伴随其中，方式多
样：自由读、速读、小组合作读、分角色朗读，引导学生调
动积极的情绪，带着自己真实的感受去读。面对枯树桩和枯
草，我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思考：什么时候会发牢骚？学生通
过自己亲身的感受，从而有了情绪体验，很明确小溪流与这
两个角色的鲜明对比，再体会读时很快就能进入角色了。在
处理小溪流与四个不同角色的对话中，我适时的采用分角色
朗读，激发学生的朗读热情，从而更好的对文本的富有童趣
的语言进行品味。朗读这篇童话，首先确定欢快愉悦的感情
基调。比如“枯树桩”和“枯草”的两个“唉”，因为是叹
气，就不能读的'太重，否则就像跟人打招呼一样，但是第二个
“唉”，后面跟了个感叹号，在语气上应该比第一个略重一
些；“乌鸦”第一次说话时既有好奇也有男懒洋洋的味道，
在于速上不能太快，语气也不能太重，第二次说话是恐吓小
河，因此语速要略快一些，语气较重，嗓音要变化，体
现“恐吓”。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们高涨情绪学文，如小
溪流一般充满活力，这也是课堂上呈现出的良好的氛围。

在对文本的语言感悟中，抓住重点词语，从学生自身的感受
出发，让学生从中领悟文本，感受小溪流的人格魅力，并结
合自身的成长体验探讨当你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阻挠，诱惑，
恐吓，你将怎样面对，从而引导学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