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精选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一

每次接到上公开课的任务时，都觉得是一种折磨，搅得人是
寝食难安。从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折磨”能少一些，让自
己能轻松的上班，像混日子的'小和尚一样：过一天日子撞一
天钟。可是每一次上完这样的课后，想法又会改变，又希望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能展示自己，或许下一次会比这一次
更好。唉!这时才真觉得人真是一个矛盾体。

就拿这次上《迷人的夏天》一课来说，课前大脑中一片空白，
怎么也找不到合理、巧妙的攻破难点的方法。可是课后思路
却变得异常清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心理的压力没
有了，大脑有了充分考虑的机会，自然思路也就开阔了。所
以上完了课后，我细细的回味这课，发现，在下面几个环节
上还可以这样来安排。

学生自学完成后，我安排了让学生交流、展示环节，上课时
只是考虑让学生说自己想到的，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觉得
这样来安排更合理：学生交流时，先让学生说说这一段你知
道了什么，再找找从哪些词可以看出，然后再引导学生说说，
盛开的鲜花你想到了什么？五颜六色你想到了什么？黑子红
瓤的西瓜你又想到了什么？最后，再让学生有感 情的读一读。
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手忙脚乱，课堂也会井然有序。老师
也会很轻松。

在这一环节 中，老师应对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点拔。所



以，在对于学生感受夏天是有趣的时候，喜欢这一段的学生
很少，当时我有些慌乱了。现在想想，我应该引导学生来一
起学习这一段。先让学生读，然后，让学生们听听青蛙的叫
声，问：“你们听到小青蛙在唱什么吗？”让学生展开丰富
的想象。接着问：“还有哪些小动物？它们都 在做什么？”
学生就可以找到文中出现的所有小动物，如：知了，蟋蟀。
然后问：“这些小动物的动作都是谁才有的？”学生就会很
快明白夏天的有趣是因为把小动物当作人来写了，这是一种
拟人的写法。之后，再让学生找一找，你还发现了夏天里哪
些有趣的小动物，然后引导完成练习题。这样更巧妙一些。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二

《走进丽江》是一篇精读课文，介绍的是我国云南丽江古城
的奇特风貌以及丽江神奇的自然景观，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
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无比热爱的思想感情。

课文先总说“丽江，是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句话统
领全文；接下来，分别写到丽江的历史地位、古城街道、精
巧布局、玉龙雪山等景色的“美丽”和“神奇”之处；接着
简要介绍丽江的其他景观：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湾、三江
并流奇观、泸沽湖及神秘的摩梭人、香格里拉??处处都显得
那么神奇，充满了魅力；最后写作者陶醉于月色溶溶下的古
城景色。

全文的重点就在“美丽”与“神奇”两个词上。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我也将这两环节作为重点和突破点。首先是让学生
初读课文，总结出丽江留给他们的印象—美丽、神奇；让学
生带着这两个词，找出文中能够表现出美丽、神奇的地方
（句子、段落）。为了帮助学生直观的理解和感知丽江的神
奇美丽，我在网上下载了许多关于课文内容的图片，也把文
中现成的图片扫描出来，让学生图文对照，让学生更加易于
理解重点句子和段落。虽然设计是正确的，学生虽然找到了
地方，但在具体教学中没有把握好。



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先从整体上把握。学
生初读课文后，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感受，谈谈丽江给自己留
下的印象，并要求学生用一句话概括出丽江的特点。并让学
生把主要描写的两个景点用书上的句子连起来，这样让学生
体会过渡句承上启下的作用，体现了教学的重点、突破了难
点。教学时，我注意将朗读、思考、交流贯穿始终，指导学
生通过朗读体会丽江的神奇而美丽，体验作者喜爱丽江的思
想感情。但是在引导学生观察、想象方面仍有所欠缺。由于
时间没有很好地把握，学生读得还不够充分，也没有充分地
让学生去想象、去体会，只是浮于表面，没有深入进去，没
能从实质上让学生感受到丽江的美丽与神奇。

学生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取得进步，老师也是如此，也要不断
地学习，不断地改善才会将课越上越好的，今后不仅自身要
努力钻研，还应当多向身边的优秀老师学习，争取进步。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三

1.导入：富有想象性的游戏导入，不但自然地引出课题，同
时还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体验积累事先为学习新课做了潜
移默化的铺垫，让学生感觉到学习不是枯燥的，没有功利的
目的。如：看到落叶，想到秋天；看到雪花，想到冬天；看
到冰淇淋，想到夏天；看到夏天，想到什么？（西瓜、大太
阳、裙子、救生圈、游泳、萤火虫……）

2.质疑和解疑的设计：开启了本班学生的质疑习惯的开端，
让学生知道了“学问学问，就要学着去问”，只有敢问、会
问，才能经常开动脑筋，思维活络，才能慢慢变的专
心。“小问小进，大问大进”如果还会解疑，则不但体现了
合作学习的精神，也说明了学习上的成长轨迹，那是真的学
进去了。

3.比较好的贯彻了低段语文阅读教学的“读、悟、演、抒”
四动模式。读：观动画读，自由读，同桌比赛读，个性喜欢



读，表演读（可个人，可自由选择伙伴）多种方式让学生在
课堂内渐渐形成语感，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悟：通过默读
来留出思维空间悟，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课文换个
标题。通过悟，实现学生和作者、文本的对话。演：用自己
的方式和感悟，通过肢体语言、口头语言再现课文。这是学
生个性阅读的体现。抒：拓展开去，说说对夏天的感觉（可
好可不好的感觉）；照样子，仿写课文，将作者的火车开下
去；画画夏天；编一编夏天歌；讲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
以上设计都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最拿
手的抒怀。

4.重视课外阅读、搜集信息和积累等能力。本课的作业设计
是：看课外书或者上网查找描写夏天的古诗、词语。

1.课堂的节奏掌控不太好，前松后紧。

2.对学生的朗读技巧指导不够。

3.应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评价。

4.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四

1、《迷人的夏天》这篇课文语言优美，富有童趣，非常适合
朗读，在教学时我我努力做到以读代讲，让学生在反复朗读
中理解课文，感受课文的写作特色，从而受到启发，学会创
编课文。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初读、再读、细读三个环节，
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体会、在读中享受。

2、在学法指导上，我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由
最初的扶着学，逐渐变为边扶边放，直到最后放手让学生自
主合作学，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习了课文，学会了方
法，还培养了能力，达到了最终的学习目的。



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还注重了对学生说话能力、动手操
作能力以及想像力的培养。在学习过程中，我给了学生充分
的说话空间与时间，降低了说话、写话的难度，同学们都能
放飞想像，大胆去想、去说，感受到了想说、敢说、敢写的
快乐心情。

纵观全程，课堂变为学堂，教师的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给
学生腾出空间和时间。学生以朗读为主线，自己探求、发现、
体验，学得轻松，并享受到成功的快乐，树立起了自我超越
的信心。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五

每次接到上公开课的任务时，都觉得是一种折磨，搅得人是
寝食难安。从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折磨”能少一些，让自
己能轻松的上班，像混日子的小和尚一样：过一天日子撞一
天钟。可是每一次上完这样的课后，想法又会改变，又希望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能展示自己，或许下一次会比这一次
更好。唉!这时才真觉得人真是一个矛盾体。

就拿这次上《迷人的夏天》一课来说，课前大脑中一片空白，
怎么也找不到合理、巧妙的攻破难点的方法。可是课后思路
却变得异常清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心理的压力没
有了，大脑有了充分考虑的机会，自然思路也就开阔了。所
以上完了课后，我细细的回味这课，发现，在下面几个环节
上还可以这样来安排。

学生自学完成后，我安排了让学生交流、展示环节，上课时
只是考虑让学生说自己想到的，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觉得
这样来安排更合理：学生交流时，先让学生说说这一段你知
道了什么，再找找从哪些词可以看出，然后再引导学生说说，
盛开的鲜花你想到了什么？五颜六色你想到了什么？黑子红
瓤的西瓜你又想到了什么？最后，再让学生有感 情的读一读。
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手忙脚乱，课堂也会井然有序。老师



也会很轻松。

在这一环节 中，老师应对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点拔。所
以，在对于学生感受夏天是有趣的时候，喜欢这一段的学生
很少，当时我有些慌乱了。现在想想，我应该引导学生来一
起学习这一段。先让学生读，然后，让学生们听听青蛙的叫
声，问：“你们听到小青蛙在唱什么吗？”让学生展开丰富
的想象。接着问：“还有哪些小动物？它们都 在做什么？”
学生就可以找到文中出现的所有小动物，如：知了，蟋蟀。
然后问：“这些小动物的动作都是谁才有的？”学生就会很
快明白夏天的有趣是因为把小动物当作人来写了，这是一种
拟人的写法。之后，再让学生找一找，你还发现了夏天里哪
些有趣的小动物，然后引导完成练习题。这样更巧妙一些。

走进夏天教案反思篇六

得：

1.导入：富有想象性的游戏导入，不但自然地引出课题，同
时还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体验积累事先为学习新课做了潜
移默化的铺垫，让学生感觉到学习不是枯燥的，没有功利的
目的。如：看到落叶，想到秋天；看到雪花，想到冬天；看
到冰淇淋，想到夏天；看到夏天，想到什么？（西瓜、大太
阳、裙子、救生圈、游泳、萤火虫……）

2.质疑和解疑的设计：开启了本班学生的质疑习惯的开端，
让学生知道了“学问学问，就要学着去问”，只有敢问、会
问，才能经常开动脑筋，思维活络，才能慢慢变的专
心。“小问小进，大问大进”如果还会解疑，则不但体现了
合作学习的精神，也说明了学习上的成长轨迹，那是真的学
进去了。

3.比较好的贯彻了低段语文阅读教学的“读、悟、演、抒”
四动模式。读：观动画读，自由读，同桌比赛读，个性喜欢



读，表演读（可个人，可自由选择伙伴）多种方式让学生在
课堂内渐渐形成语感，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悟：通过默读
来留出思维空间悟，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课文换个
标题。通过悟，实现学生和作者、文本的对话。演：用自己
的方式和感悟，通过肢体语言、口头语言再现课文。这是学
生个性阅读的体现。抒：拓展开去，说说对夏天的感觉（可
好可不好的感觉）；照样子，仿写课文，将作者的火车开下
去；画画夏天；编一编夏天歌；讲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
以上设计都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最拿
手的抒怀。

4.重视课外阅读、搜集信息和积累等能力。本课的作业设计
是：看课外书或者上网查找描写夏天的古诗、词语。

失：

1.课堂的节奏掌控不太好，前松后紧。

2.对学生的朗读技巧指导不够。

3.应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评价。

4.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