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
思(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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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一

《蚂蚁做操》这节课是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乘
法的起始课，本节课之所以创设“蚂蚁做操”童话情境，不
仅仅因为有趣，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童话情境可以很自然的抽
象出点子图，并用点子图回顾乘法直观运算的各种算法（借
助点子图、表格）及算理，为引入乘法的竖式笔算打下坚实
基础。本节课的研究主题是数学课堂如何渗透数形结合的思
想方法。

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算理，更好地掌握乘法竖式的计算
方法。在教学时，我把新旧知识密切联系起来，把抽象的语
言与直观的点子图结合起来，在数的问题与形的问题之间相
互转换，使数的问题图形化，形的问题数字化。数形结合的
过程，使学生看到算式联想到图形，看到图形联想到算式，
这样能更加有效地理解算理，进而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掌握
计算方法，让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把本节课算
理的渗透和算法的教学分成三个层次来实施。

第三个层次，是在练习的设计上，我一共设计了两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结合点子图来理解乘法竖式，强化深入理解。

第二个练习是把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让学生感受到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因为本节课前我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



肯定了大多数学生的表现，所以本节课师生配合相当好，课
堂气氛活跃。但是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在沟通三者之间
的联系之后，没有进一步总结乘法竖式、点子图和列表法三
者的区别和共通之处，使得学生的思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蚂蚁做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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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二

《蚂蚁做操》主要引导学生探索并掌握两、三位数乘一位数
不进位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的计算。在学习《蚂蚁做操》
之前，学生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表内乘法，并学会了整十、
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本节课是在此基础上学习两位
数乘一位数的乘法，是以后进一步学习乘、除法的基础。本
课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竖式计算乘法。与加减法竖式不同的
是：不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乘，而是用一位数分别去乘另一
个乘数的每一位，再把所得的积相加。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以谜语的形式引起学生的有意识注意，



同时也对学生进行学习的养成教育。由谜语引出蚂蚁做操图
后，让学生在图中发现数学信息，再根据数学信息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而在解决问题这一环节，我首先采用在点子图上
圈一圈，让学生动手操作，复习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的算
法与算理。为下一步的竖式计算做铺垫。学生动手圈一圈，
尝试独立解答并与同桌交流自己的计算过程。

问：你是怎么圈的？

生1：10个一圈，圈了4次，4个10，也就是40，剩下的4个2也
就是8，所以有48只小蚂蚁。

生2：平均分成两份，每份是6×4=24，两份24＋24=48；

生3：每6个为一份，分成了8份6×8=48；

生4：把12分成10和2，一部分用有4个10，4×10=40，一部分
用2×4=8，两部分合起来40+8=48。师追问：一共有48只蚂蚁，
那除了用圈一圈、数一数的方法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计
算小蚂蚁的只数？可不可以尝试下用竖式来完成呢？小组探
究讨论。

生5：我是用表格法完成的。

生6：我是用列竖式法完成的。

思考：写竖式时要注意什么？算的过程是怎样的？算的过程
要注意什么？并说一说每一步的含义。学生根据自己的书写
顺序回答。最后引导学生归纳出两、三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
方法：两、三位数乘一位数，相同数位要对其，从个位乘起，
用一位数依次乘两、三位数的每一位，乘到哪一位，所得的
积就和哪一位对齐。最后通过练习，让学生充分理解并掌握
竖式的.方法。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三

《上天的蚂蚁》这篇童话，是通过一只小小的蚂蚁立志凭借
自己的不懈努力，从通天树爬到天上的故事，赞扬了蚂蚁敢
于立大志，为了实现远大志向而一往无前的精神。在本课的
教学过程中我从以下几方面处理：

一、抓住重点。这是一篇结构很完整的童话，篇幅相对二年
级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长，根据教学目标，我深钻教材，对
这篇比较长的童话故事做了取舍，最终把重点内容确定
为8——13段，通过品读小蚂蚁和白胡子爷爷的对话，体会蚂
蚁个小志气大，在教学中，我既突出重点，又注意整体把握。
让学生从整体感知课文入手。读完描写树高的单个句子后，
我把这四个句子放进故事情境中，师生合读，再次感受树的
高。指导读好小蚂蚁的话后，全班分角色读完8至13段，最后
再将课文通读一遍。既做到了点面结合，又做到了取舍适度。

二、 环节简便。第一：课前我精心挑选要出现的生字、生词，
这些词与文意密切相关，能展现文章的脉络，为接下来孩子
们讲述故事提供帮助。第二：精读课文。在精读课文时，我
将设计分成三大版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第一个版块抓住
“树高”，体会上天很难。体会巨人的懦弱，为下文反衬蚂
蚁的坚强毅力作铺垫。第三个版块围绕“蚂蚁能爬上天吗”
这个问题进行开放性、探究式学习，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培
养边读书边思考的学习惯。

三、采用不同方式的读。阅读教学第一要务是读。本堂课，
我抓住描写树高的句子、巨人和小蚂蚁的话，小蚂蚁和白胡
子爷爷的话，用默读、自读，师生配合读，分角色读，引读
等方式，让学生在琅琅的读书声中理解文意，感悟情感，发
展语言，培养语感。

通过上这堂课，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简单教语文，实在是不
简单，需要我像这只小蚂蚁一样，下大力气进行不懈的探索！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四

课文浅显易懂，蕴含的道理却很深刻。教学时，我设计了几
处句式和说话训练点。

一为：“蚂蚁有的背、有的拉，个个满头大汗。”看看图，用
“蚂蚁有的_______，有的_______，个个满头大汗。”这样
的句式来说一说。学生借助于课文中的图片，仔细观察和自
己的想象后说出了：“蚂蚁有的扛，有的拖，个个满头大汗。
”“蚂蚁有的推，有的拽，个个满头大汗。”从中丰富了学
生的语言积累。

其二：“几只蝈蝈看到了，都笑蚂蚁是傻瓜。”展开你的想
象，蝈蝈会怎么取笑蚂蚁呢？答案很快就有了：有的说“哈
哈！小蚂蚁，你们真是傻，这么热的天，还搬什么粮食呀?”
有的说“蚂蚁呀，看看我们多舒服呀！你们真是不会享受
呀！”学生的答案可真有意思。

其三：学完课文第三自然段后，引导学生思考：此时此刻，
你想对蝈蝈说些什么呢？学生说：“蝈蝈，谁让你夏天时不
搬粮食呢，现在神气不起来了吧！”有的说：“蝈蝈呀，还
记得夏天时你取笑蚂蚁吗？其实你才是傻瓜呢。”还有的
说“蝈蝈，现在你后悔了吧，可已经晚了呀！”学生的回答
正是指明了课文主题：只有辛勤的劳动才能换来幸福的生活。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的主体。在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能动性，让学生会思考、讨论、想象……借此来充
实蚂蚁和蝈蝈的语言和行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想象能力。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自始至终，孩子们学得兴趣盎然，发言积极，书声琅
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个：

1.文本内容不长不短，语言简单有趣，贴近二年级学生的阅
读水平。

2.整节课的学习思路清晰，细读环节分三个板块进行：首先
体会通天树的高，再了解“巨人”面对通天树的表现，最后
了解“蚂蚁”面对通天树的表现，在对比中感受蚂蚁的不怕
困难、坚定地努力的可贵品质。

3.整节课的学习“以读为主”，读中学词，读中理解重点语
句。为了提高读的实效性，我紧紧结合文本创设了多种学习
情境，并在情景中推进学习的深入，朝着既定的教学目标挺
进。

4.环节与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环环相扣。比如：在了解这是
一位什么样的“巨人”？你能用文中的一个词语来形容吗？
（板贴：身材魁伟、身强力壮）你还能想到用学过的什么词
语来形容一下？（膀大腰圆、虎背熊腰）这既是引导学生复
习、积累同类词语，同时也为下面的这个环节服务——白胡
子爷爷还会怎样鼓励巨人？试着用上我们学过的词语说一说。
而学生在说的过程中，我通过引读：巨人后退两步，说——
不行，我爬不上去。/巨人低下头，说——不行，我爬不上去。
/巨人声音越来越小，说——不行，我爬不上去。在这样的情
境朗读中，让学生理解了巨人这样的表现，就叫“连连告
退”。

5.在情景朗读中，使重点词句深深铭刻在学生心中。通过本
文的学习在感受蚂蚁自信坚定、不怕困难的同时，应让孩子
们能将这种自信和品质牢牢记在心中。为此，我设计了这样
的环节：小蚂蚁可不是说着玩的，它边说边爬上了这棵通天
树，开始了它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可是，通天的路上不会一
帆风顺，它会遇到哪些困难？在学生想象交流后，我就把他
们说的变成引读的情境：



小蚂蚁不停地往上爬，正午的太阳晒得他浑身火辣辣的，可
是小蚂蚁没有停，他会告诉自己——（女生齐读：我能行！
只要我一步一步不停地爬，就一定能爬到天上！）

听，狂风吹来了，吹得大树都摇晃了，可是小蚂蚁还是没有
停，他坚定地告诉自己——（男生齐读：我能行！只要我一
步一步不停地爬，就一定能爬到天上！）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小蚂蚁还是没有停，他一次又一次地告
诉自己——（齐读：我能行！只要我一步一步不停地爬，就
一定能爬到天上！）

寒风加上暴雪向他袭来，小蚂蚁还是没有停，他非常愉快地
告诉自己——（齐读：我能行！只要我一步一步不停地爬，
就一定能爬到天上！）

小蚂蚁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地向上面爬着，多么坚
定、自信的小蚂蚁啊！来，孩子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只
坚定自信的小蚂蚁！

这样情景交融的反复诵读，不仅让学生加深了对重点语句的
理解，更是小蚂蚁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扎下了根，文道统一
就无痕地实现了。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语文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许多宝贵经
验。怎样让传统教学和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优势互补，
从而达到教学效果呢？本节课教学，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去做：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只有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给学生
留足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自主活动，才能使学生在语文活动
中学到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因此，对于本课的教学，



我没有设计烦琐的问题，而是抓住描写通天树的高的句子，
描写巨人和小蚂蚁对“上天”的不同的态度和做法的句子，
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读、悟、演，从而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
入到学习中，成为课堂的主人。

古人曰：“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是传统
教学的精髓，是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是学生感悟文本的桥
梁。一篇文章内含的情感、思想、意境真正由作者“移情”
至小读者，靠讲解、分析，靠老师的告诉，即使学生接受了，
充其量只是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概念，而少有孩子深
切的体验、情感的共鸣、思想的升华。而要达到这个境界，
就得靠反复吟诵、入情入境、自读自悟，从而提高学生理解、
运用语言的能力。无论采用的方法如何，实践证明，课文是
读懂的，只有让学生读出味来了，好的教学效果也就随之而
来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朗读教学要读思结合，读导
结合，教给方法。要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悟，在读中体验
情感，在读中掌握技巧。因此，对于本课的教学，我先引导
学生找到描写描写通天树的高的句子，读出树的高，突出上
天的难；然后引导学生把自己当成巨人，在表演读中感受巨
人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懦弱；最后默读课文8——13自然段，
勾出蚂蚁说的话，反复读，边读边思考这是一只怎样的蚂蚁，
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读出蚂蚁的自信、坚持不
懈。同时，设计了多种读的形式，有自由读，个别读，师生
读，表演读，把学生从课堂带进文本，再从文本带进文中人
物的情感世界，加深对“努力”的理解，懂得只有不断努力，
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战胜困难
的勇气。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认知空间、丰
富多彩的信息资源和多样化的认知途径，创设了优越的环境
和开放性的创造空间。在教学中合理利用信息技术能提高教
学效率。结合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课文内容，我将课文中的
生词，描写通天树高的句子，小蚂蚁说的三句话，制成幻灯
片，结合教学内容来展示，能集中全班学生的注意力，激活



学生的思维。

总之，整堂课的教学设计力求将传统教学和基于信息技术环
境下的教学优势互补，充分落实学生的自主地位，尽可能多
地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实践活动中，动口、动手、动脑，落实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
适时引导，突现文本价值。

中班语言黑蚂蚁和红蚂蚁教学反思篇七

《上天的蚂蚁》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上册十一单元的一篇
课文。本单元以“努力”为主题。本文通过一只小小的蚂蚁
立志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从通天树爬到天上的故事，赞扬
了蚂蚁敢于立大志，为实现远大志向而一往无前的精神，说
明了“只要意志坚，鸡毛能上天”的道理。本文共有13个自
然段，第1个自然段写树很高，第2—7自然段写白胡子老爷爷
与巨人的对话。既写出了大树之高，也就是蚂蚁需要克服的
困难很大，也写出了巨人的懦弱，怕苦怕累，不肯努力，为
下文反衬蚂蚁的坚强毅力作铺垫。8—13自然段写白胡子老爷
爷与蚂蚁的对话，表现了蚂蚁决心爬到天上去的坚定意志和
不懈努力的精神，课本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任务对话——白胡
子老爷爷与巨人、白胡子老爷爷与蚂蚁的对话传达出来的。
学生在反复诵读对话的多数中，体会本文所讲述的道理。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体察情感的重要手段，要经常给学生进行
生情并茂的示范朗读，读出音乐般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在
本课的课堂教学中，我注意了倾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倾听他
们是否能读出不同身份的人声音的特点，是否能读出人物在
不同情景下所具有的品质。当其朗读不足时，及时加以指导、
练习；当其最后配乐朗读重点句子时，适当积极引导调动他
们的情感。孩子们朗读能力的提高使他们有效地体会到了故
事所带给的精神。

第一，多种形式指导朗读。在理解“有一课树很高很



高，……”一句中，采用男女生赛读的方式；在理解“抬头
仰望”一词时，请生做动作体会，体会看的辛苦并读好本句；
在读“我能行！”这句时，采取师生对话的形式，体会自信；
文末的中心句，采取老师层层深入的引导。在体会蚂蚁有坚
持不懈时，我请孩子们思考：“面对这么高的树，小小的蚂
蚁爬树上天会非常的不容易。你觉得它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怎样去面对呢？”并适时创设情境“如果遇到刮风下雨，如
果烈日当空，蚂蚁怎么做？”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第二，注重引领学生走进文本。在理解“有一课树很高很高，
……”一句中，开始出现的树很矮，就是要引导学生根据文
本做出判断。开始有学生根据“很高很高”判断出树太矮了，
我把树升高一截，但马上有学生指出“这棵树是插入云霄”，
看着学生一步步深入文本，我喜在心里。在此基础上指导朗
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有请学生说出从课文里哪些地
方读出蚂蚁很小很小？学生进一步深入走进文本，训练了学
生从文本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我还注意从孩子们的“说”上
来倾听。在本次课堂教学中，孩子们说的机会多，内容多，
形式也多。丰富的口头活动使孩子们的思维、情感、认知等
不断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当讲到巨人的样子时，我出示了
巨人的图片，让孩子们观察，说说看到了什么（强壮，高大，
有力气），从而理解这就是“身材魁伟”的意思。在讲到巨
人胆小退缩时，请孩子们讲巨人还会怎么说，来理解巨人的
害怕懦弱才会“连连告退”。比较，当课中为了让孩子们更
加了解巨人和蚂蚁身材的差距，我立刻用图作比较，引导孩
子们发现两者的不同，前者高大，后者弱小。在学习过程中，
又不断的了解巨人的胆小蚂蚁的勇敢坚持，也为体会故事的
情感和主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新课标明确指出：阅读是
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
但最后让学生谈体会，大家仿佛一直认同，如“坚持就是胜
利、努力就能成功”等观点，没有凸显个性。如果教师事先



考虑到这种情况，多做一些指导，等等，多为学生创设一些
情景，才会有缤纷的答案，充分凸显儿童丰富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