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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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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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陶罐和铁罐对话、神态的描写，了
解铁罐的傲慢无礼和陶罐的谦虚友善；理解课文蕴含的道理
是教学的难点。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以下两点进行教学。

一、抓住重点词句，品味人物形象。

本节课，课文内容简单易懂，生动有趣，学生比较喜欢。所
以在课前通过让学生自读任务单，观看微视频，自读课文圈
画重点等方法进行课前自主学习，在教学活动时教师再作适
当的指导。引导学生抓住陶罐和铁罐的对话，以及表现陶罐
和铁罐说话时的不同动作和神态的词语，体会他们的不同内
心活动。比如：通过“你敢碰我吗？”铁管傲慢的说。“和
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管带着更加轻
蔑的神气。可以看出铁罐的自以为是，傲慢无理。通过“不
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何必这样说呢？我们
还是和睦相处吧”，可以看到陶罐的谦让宽容。抓住重点的
词句品读，不仅让学生体会到了陶罐和铁罐鲜明的人物形象，
而且给学生在习作方面以引领。

二、多种形式朗读，明白蕴含道理。

在感悟人物性格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在朗读环节，
我不是抛砖引玉，而是鼓励小组自我展示，其他小组评价的



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学生朗读后我又
一“竞赛者”的角色来挑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在潜移默
化中把朗读时要注意的语气、神态、动作呈现给学生，与无
形的教育达到了有形的目的。在我的激励下同学们表演的欲
望更加强烈，这时学生就会主动通过演一演的方式诠释人物
形象，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自然对
于课文所蕴涵的道理有了深刻的领悟——“尺有所长，寸有
所短”。

在《陶罐和铁罐》这一节教学活动过程中，我学到的、体验
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虽然还有很多不足和遗憾，但是我
所学到的经验都是我今后教学生涯的宝贵财富，作为新课程
教师的我，还要不断刻苦钻研，看更多、听更多、学更多、
想更多，在永不停歇的学习中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更
加优秀的老师！

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把《陶罐和铁罐》这一课改成了第二课时，课堂气氛出
奇的好，在讨论铁罐说话神态时，我找学生到前面来表演，
做动作、表情，孩子们争先恐后的举手。给了我很多惊喜，如
“轻蔑”一词，一个女生用一个“切”字，一歪头、一扭脸。
直接就把这个词语完美呈现了。在一组同学分角色朗读后，
一个学生直接挑衅说：“没有我们读的好！”

把课堂也是推到了一个高潮！“你是这么觉得的？那你来试
一试吧！”学生对分角色朗读和表演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

当然，在教学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第一课时中，我没
有把陶罐和铁罐的特点讲明白。如果在第一课时时可以出示
这两个事物，让学生们来说一说、他们的特点。那故事最后
的意义会更加明了的呈现出来。

最后，我还有一个感受。懂得了为什么讲公开课基本都是第



二课时了。这节课的完整性更好，从之前老师带着学生们反
复的度对话来体会人物性格，从而揭示了一个什么道理。就
感觉讲的很顺。

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三

我在教学中感受到，在语文教学中，要想真正把学生引入课
文所描绘的情境当中去，教师的语言和引导的话语固然十分
重要，但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有
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就什么设计什么样的教学路子。

例如，在《陶罐和铁罐》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朗读课文，
对课文有了大致的了解，接着，我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而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人物的感受，感受陶罐和铁罐的内心
活动，我作为记者采访学生。最后进行分角色朗读课文。这
样，就会把学生引入了当时的情境，在情感上才会引起共鸣。

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意强化学生的感受，淡化对课
文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我还认识到，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通过老师
的教学，让学生能看见课文中描写的形象。当然这种“看
见”并非亲眼目睹，这是意象上一种的感受，是“仿佛看
见”了。这“仿佛看见”虽不甚分明，却是活生生的，虽比
不上照相式的“看见”清晰，却更为丰富，更为贴近儿童，
而且留有宽阔的想象余地。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就要淡化
内的分析理解，强调独特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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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四

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分角色表演，展开合作，通
过分角色表演相互启发、评价、激励，弥补了自己的不足，
发展了学生的特长，使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在合作学习时，
我注意了指导和参与。合作学习以学生为主体，首先应让学
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和要求。然后由学生自主选择合作学习方
式。同时，我也参与到学生的合作之中，及时发现问题，引
导交流，促进合作的实效性。最后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
你们喜欢陶罐还是铁罐？”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意义深重，
既启发了学生有价值的思维，又体现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通过讨论，珍视了学生的独特感受、理解、体验。在情感上
引起学生的共鸣。

小学三年级语文陶罐和铁罐教学反思篇五

《陶罐和铁罐》是一则童话故事，通过对话展开情节、推动
故事的发展，具体、生动的神态、动作描写，使铁罐的傲慢
和陶罐的谦虚形象跃然纸上。通过教学这篇课文，我除了让
学生理解课文说明的道理，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外，还要让学
生学习初步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课文内容简单易懂，生动有趣，教学中我让学生根据学习方
法提示，放手让学生自读，在自读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抓住陶罐和铁罐的对话，以及表现陶罐和铁罐说话时的不同
神态、语气，体会他们的不同内心活动。比如：通过“你敢
碰我吗？”“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
可以看出铁罐的自以为是，傲慢无理。通过“不敢，铁罐兄



弟。”“何必这样说呢？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可以看到陶
罐的谦让宽容。在学生自读后，我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根
据学习方法提示中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交流的方式进行检
测：陶罐和铁罐是怎样对待对方的？让学生找出对话部分，
反复读，根据课文对陶罐、铁罐语言、神态的具体描写，提
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铁罐傲慢、蛮横无礼；陶罐的谦虚、
友善、宽容。从而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