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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去看海教学反思篇一

《青蛙看海》是一篇童话。课文叙述了长期生活在湖边的青
蛙，很想看看大海，在苍鹰的指点下，跟着松鼠一个台阶一
个台阶地跳，最后终于到达山顶，看到大海的事。说明了只
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刻苦努力，就一定能达
到理想的彼岸。课文言近意远，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揭示
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小朋友知道了青蛙得看海的
全过程，可是，又有多少个能深切体会到青蛙的刻苦和努力
呢？我利用活动课，安排学生从教学楼一楼跳到五楼，两人
一组。两人一组，在前面跳的.一个扮松鼠，跟在后面跳的就
是青蛙了。小朋友们戴着自制的头饰，兴致勃勃地跳了。刚
开始还兴高采烈，你追我赶，渐渐地，速度越来越慢，越来
越慢。学一学青蛙，累了在草丛中休息一会儿，渴了就喝自
带的水，终于到达楼顶了，小朋友们欢呼雀跃。我在楼底一
挥手，他们鱼贯而下，直接进教室坐好。

我总结到：青蛙要跳上一座高山，是教学楼的十几倍甚至几
十倍高，它力气又这么小可想而知了。

我们去看海教学反思篇二

一年级下学期，因为孩子还小，所以开的《读童话啦——金
色的星星》，是一节指导课，指导学生怎样来读一篇带有拼
音的童话。现在是二年级了，孩子已经会自己阅读了，所以



这一次选择一本不带拼音的图文并茂的童话故事书让孩子自
己阅读，阅读时间为一周左右，最后来交流汇报读书的情况。

对于这本书的汇报课，我分成三课时进行。第一课时，也就
是今天这节课，重点在对句子的赏读，以及让学生看图展开
想象。课始通过创设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课前播放本
书的动画片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第一环节让学生说说是怎
么来读这本书的，了解学生平时读书的习惯和方法。第二环
节，我先指导学生看封面，了解作者、译者等，让学生知道
书的封面也会告诉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引导孩子自己去发
现，自己去获得知识。其次，了解学生读这本书的总体情况。
让学生提出读完后的疑问，目的是让学生知道读书要善于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真正掌握知识。再次，让学生说说
书中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回忆书中的情节，从而了解学生对
故事内容的掌握程度。接着展示学生所做的摘抄，让学生以
各种形式读句子，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培养学生对积累语言
材料，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最后，让学生选喜欢的一幅图展
开想象在小组内说一说，孩子们在大胆的想象中走进故事，
融入故事中的情感世界，体验创造的快乐，培养学生的观察
力和想象力。第三环节，小结课堂，跟学生们一起回忆这节
课是怎么学习的，以后该如何阅读课外的书籍。引导学生从
爱上故事到爱上阅读。第二课时的重点是讨论读这本书时产
生的疑问，并试着解决。说说喜欢书中的哪个人物，以及喜
欢的原因。第三课时主要是让学生演一演这个故事。

我们去看海教学反思篇三

《青蛙看海》这篇课文中人物的对话很多，自然段也很多。
许多段落是人物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自然段，而且没有提示
语。学生对这些话是谁说的，搞不清楚。

我在教学时设计：“请你仔细读第4到11小节，用‘——’画
出小松鼠说的话，用‘……’画出青蛙的话。并说说你是怎
么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在巡视时发现很多学生都搞不明



白的主要是“再跳一下！”这句话是谁说的。这简单的四个
字就是一个自然段，且没有提示语。我让他们交流找到的小
松鼠的话和青蛙的话，并出示在黑板上。“再跳一下！”这
句话的争议很大，有的人认为是小松鼠说的，有的人认为是
青蛙说的。我让他们边表演读两人的对话，边联系上下文的
内容体会这句话是谁说的。学生通过联系上下文，搞懂了这
句话是小松鼠鼓励青蛙时说的。最后，我让学生小结方
法：1.阅读时根据提示语可以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也可以联
系上下文体会说话的人是谁。2.阅读时一定要细心。

我们去看海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终于顺利完成了《青蛙看海》的教学任务，课前，我研
究教本时对青蛙登上的那部分对话的处理有些拿不定主意，
以往，同桌相互演这种形式大家运用的最多，可是这次我担
心演的同学在这短短的表演中体会不出青蛙累的感觉，坐着
看的也只是隔岸观火，没有切身感受，这就不能体会出最后
青蛙看到海时发出的惊叹“啊”。大家说的可能也只是为赋
新词强说愁吧。

我在教学这一环节时做了如下处理：在小朋友体会出青蛙登
山的困难后，我就做热心的小松鼠。小朋友们在我的带领下
不停地跳着。起先小朋友们可快乐了，跳一下还“呱”地叫
一声。可是一分钟过去了，“呱”的声音小了，小部分学生
嘴里开始嘟囔着累了。我乘势问：有什么感受?“累了、渴
了”文中的感情都出现了。我又说：“那我们就放弃吧?”孩
子们几乎异口同声：“不行。”“为什么?”孩子们告诉我：
坚持就是胜利;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恒心，铁杵也能磨成
针……这就是教学的重点，不用老师的明示，孩子已经亲身
亲身体会出了。最后到达山顶了，看到了大海，教室里一片
欢腾，也感慨万分。

这节课孩子们是快乐的，我也是快乐的。我相信这会成为孩
子们入学以来最难忘的一节课。



我们去看海教学反思篇五

《青蛙看海》这篇课文主要讲长期生活在湖边的青蛙，很想
看看大海，在苍鹰的指点下，跟着松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跳，最后终于到达山顶，看到了大海。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该
年级的教学要求，我把本课教学目标定位于以下几点：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懂得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
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识记生字“登”“吸”“级”，认
识偏旁“登字头”。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我确定的教
学重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懂得道理。

教学难点是：感悟课文揭示的道理。

以读为主是教学本课的主旋律。

情境的创设在语文教学，尤其是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学生对课文叙述的一切，只有在情境中调动起
学生的各路感官，让他们在情境中积极地观察、感受、操作，
才能实现对语文的感悟积累和运用。本课教学中我在情境的
创设上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

1、让孩子通过自学画出小松鼠和小青蛙说的话。分角色读文。
注意这个时候的分角色读文不再是走过场，形式主义。而是
整节课的朗读指导重中之重。层层深入的指导朗读，读中感
悟。指名一个孩子扮演松鼠读：“你想看海吗？”师提示读
出热情的感觉了吗？你也来演松鼠，再热情的读一读。一个
孩子扮演青蛙读：啊，可是这山太高了，我上不去。”
师：“你心情怎样？”“失望”“你生活中有过失望的时候
吗？来说一说。”“再把这种失望的感觉送到课文中去，你



能读好这句话吗？”“谁也来当小青蛙？”“老师从你的表
情中已经感受到失望了！谁再来试一试？”

2、以表演感受情境。教学中，在充分理解和朗读课文的基础
上，师生带着头饰表演课文描叙的情景：松鼠（老师）带着
青蛙（学生）来到了山脚下，不畏辛苦地一级一级地登上山
顶，最后终于看到了大海。这就促使学生进行角色转换，带
着小青蛙的真切感受理解课文，对课文中的角色必然产生亲
切感，很自然的加深了内心体验。学生的兴趣很浓，思维很
活跃，表演和朗读都挺到位。表演是在熟读了课文后进行的，
属巩固性的实践活动。表演后，伴随着热烈的情绪，学生加
深了对课文的记忆，也体会出登上山顶要靠不懈地努力，一
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走，这样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