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一

第一次读《学棋》这篇课文，就觉得该课语言浅显易懂，条
理清晰明了，道理易得实用。课文讲了古时候两个学生拜秋
为师学下围棋，一个专心致志，一个走神儿，所学结果完全
不同，通过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对比使学生明白学习必须
专心致志的道理。

课文第一自然段介绍了秋是古时候的一位下棋能手。主要通过
“能手”“远近闻名”这两个词语突出秋的棋艺高超。教学
时通过朗读，我引导学生谈谈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从而让
学生感受秋的棋艺高超，让学生心生赞叹。

在讲完第一小节后，学生们直接说了本文的第三小节——两
个学生的学棋结果：一个成了“出色”的棋手；而另一个棋
艺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在理解“出色”、“没有多大长
进”后，问学生读到这儿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学生提
问：“两个学生跟同一个老师学下棋，为什么学习的结果不
一样？”这时我再让他们自己阅读第二自然段找原因。

课文中的插图和第二自然段的内容相对应，形象地展示了两
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表现，对比鲜明。所以教学时，我让学
生认真观察图画，再读读课文，找找课文中哪些句子写了图
画上的情景。采用对比教学的方法，让学生自己看。自己读，
自己去总结。



简洁的叙述学生一读就懂，这时就让学生进行讨论，都是秋
的学生，都是秋在教，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让学生用上
“因为……所以……”说一说。懂得学习要专心致志才能学
有所成的道理。告诉学生这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良好的
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将来受益无穷。()学完课文，我还
进行了语文的外延。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就是以围棋为载体。
我国也有许多著名的围棋能手，聂卫平、马晓春、俞斌、常
昊等，我让学生去收集一些他们的小故事并和大家一起来交
流一下。

在教学生字时，孩子们都是自己观察生字的间架结构，在田
字格的占格位置，以及说说书写时应该注意什么。教室范写，
学生再写。养成了很好的写字习惯。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二

《学棋》语言浅显易懂，条理清晰明了，道理易得实用。课
文通过一个学棋的故事，告诉人们学习要专心致志。第二自
然段写了秋的两个学生在学棋时的不同表现，课文中的插图
也与此段内容相对应，形象地展示了两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
表现，对比鲜明。教学时我让学生认真观察图画，再读读课
文，找找课文中哪些句子写了图画上的情景。按照学生的观
察顺序分别出示文中的句子。一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一
边听一边看老师在棋盘上布子，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上几
句。让学生读读找找这个学生的动作，强调“一边……一
边……”这个关联词，让学生体会看和听是同时发生的，学
生看的时候在听，听的时候在看，再用“一边……一
边……”说说话。然后带领学生朗读，体会他的认真专心。
而另一个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呢？我同样让学生读，抓住“走
了神儿”“不由得”体会这位学生的学习态度。找找另一位
学生在做什么，想什么，让学生知道这位学生在学习时是心
不在焉。听着听着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再注意老师的
讲课了。再让学生对比朗读两段话，让学生进一步明白两位
学生的学习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三

曾在竹西小学听过陈老师上这篇课文，当时给我的印象比较
深，因此我这课也是按照陈老师那种大的方向，在细节上作
了一些小调整。

在第一课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读第一和第三自然段，然后问学
生有什么问题。这个情景创设的非常好。没有按照常规，在
揭示课题之后就向学生提问，因为，那是学生所提的问题都
比较肤浅，只要是读过课文的学生都能够解答，所以也就显
得没有什么意义。而现在这种提问方式，可以直抵这篇文章
的核心问题，具有非常高的概括性。与之相联系我们之前的
提问，就显得很粗糙，没有经过对文本的研读，所作的都是
一些无用功。因此，以后要认真研究课本，找出事情矛盾的
集中点，并将此作为文章的切入口。

教学第二自然段是主要抓住两个学生的各自不同的表现加以
对比，从而反映出一个学生上课专心致志，另一名学生走神。
此外，我对于陈老师的一些字、词、句训练有选择的删去了
一点。一是一节课的时间有限，容纳不了太多的东西；二是，
有些训练以前已经做过多次，学生们都已熟练掌握，不需要
再花费时间。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四

《学棋》描述了古时候两个学生向围棋能手秋学下棋，一个
专心致志，一个三心二意，所学结果截然不同的生动故事，
启示学生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

在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中，我紧扣“通文、识字、初步了解
课文内容”这个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在新课标中，对小学生
还提出了具体的倾听要求：低年级能听别人说一段话或简单
的事，养成认真听话习惯。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倾听的习惯。



在第一环节导入部分中，我抛出一个问题：读了课题，你想
知道些什么？初步设想时，以为学生会“忙着”质疑，所以
我对学生提出的倾听要求是——别的学生提出问题时，你要
认真听，避免与同学的疑问重复。提出了这个要求，学生就
会有意识地听，并促进他们多多地思考。然而学生却没有质
疑，最终变成了我的自问自答。

第二环节是随文识字，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读流利课文。这
环节教学中，“听、读、说”紧密结合，在指名学生读词语、
读片段时，其他学生要带着问题去听：听读的同学字音有没
有读准、句子有没有读流利，而且要等读的同学读完之后再
点评。这样，每个人都能带着任务读好课文。在这过程中，
我也进行及时、公正地对学生倾听进行表扬，经常采用“你
听得很认真”，“你的小耳朵真灵”等激励性语言，促进学
生倾听习惯的养成，逐步提高倾听能力。由于时间关系，我
在第二小节的教学中，就辅导了一个长句子和一个成语，忽
略了其他内容的指导，在这部分教学中我还要改进，争取
在“教——扶——放”的过程中学生能有更多的收获。

第三环节是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在学生通读完整篇课文后，
我要求学生看着黑板上的板书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这篇课
文的层次比较清楚，学生看着清晰的板书很容易就能说出来，
我要求指名的学生说的同时，其他同学静静地听，心里也默
默地说一说，如有不同意见再反馈，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
老师的教学活动中来。

最后一个环节是识字写字，识字时仔细听同学读，如果同学
读对了，就跟着他一起读，如果读错了，举手反馈，大家互
相学习纠正。写字时，我也把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
认清字形、了解结构、抓住主要笔画，如果一个学生说不全，
其他同学补充，如果学生不认真倾听的话就不会有“反馈”和
“补充”。“识字”是低年级教学的重点，由于整堂课的时
间把握得不到位，写字环节的时间太少了，也没有机会进行
展示与相应的指导。



总之，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会抓住每堂课，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的习惯。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五

生：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记住这个“棋”字，木字旁加上其
它的“其”字，就是这个下棋的“棋”字。

生：棋是形声字，棋子是木头做的，所以用木字旁。

师：（在“棋”字的前面加上“学”字）这是完整的课题，
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生：谁跟谁学棋？学的是什么棋？

生：怎样学棋的？

生：学棋的结果怎样？

师：现在请同学听读课文，思考刚才提到的问题。

师：范读课文。

生：听了老师的朗读，我知道了自己的提出的问题，那就是
两个同学跟一个叫秋的老师学下围棋。

生：我也知道了他们学的是围棋。

师：你如果自己读了课文，可能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了解的
更清楚，甚至能用上课文中的词语或者句子来概括呢？我们
读一读，试试看。

生：自读课文。

师：再来读一遍，把不认识的字在课文中圈画出来，这时你



对课文的理解可能会更深。

生：继续读课文，圈画生字。

师：读了两遍课文，你可能有话要说，如果再读一遍，你可
能说的会更完整，更具体。你可以站起来，大声的朗读课文，
把你刚才的体会读进去。

生：起立朗读课文。

师：读了三遍课文，我们对课文的理解就更深了，能不能用
课文中的词语来概括一下秋和他的两个学生。

生：课文里写秋的词语有“能手”“远近闻名”。

生：课文里写其中的一个学生的词语是“专心致志”。

生：写另一个学生的词语是“不由得、走了神儿”

师：能不能用上两个成语概括一下这个学生的表现。

生：还可以用上“三心二意”这个成语来概括。

生：“漫不经心”

生：“东张西望”

生：……

师：（随着学生的回答整理板书）

学棋

秋——下棋能手（远近闻名）



学生甲：专心致志

学生乙：三心二意、漫不经心、东张西望

师：你能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结合老师的板书，再来概括一
下课文内容吗？

生：……

思考：《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
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要达到“感”并且“”悟“的
境界，必须通过整体的感知、感受、把握、体会，进
而“感”并且“悟”。要真正的达到感和悟的程度，必须给
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以便于他们从文本中获取和整理信息，
完成对课文内容的准确概括，为进一步的阅读品味奠定基础。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六

曾在竹西小学听过陈老师上这篇课文，当时给我的印象比较
深，因此我这课也是按照陈老师那种大的方向，在细节上作
了一些小调整。

在第一课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读第一和第三自然段，然后问学
生有什么问题。这个情景创设的非常好。没有按照常规，在
揭示课题之后就向学生提问，因为，那是学生所提的问题都
比较肤浅，只要是读过课文的学生都能够解答，所以也就显
得没有什么意义。而现在这种提问方式，可以直抵这篇文章
的核心问题，具有非常高的概括性。与之相联系我们之前的
提问，就显得很粗糙，没有经过对文本的研读，所作的都是
一些无用功。因此，以后要认真研究课本，找出事情矛盾的
集中点，并将此作为文章的'切入口。

教学第二自然段是主要抓住两个学生的各自不同的表现加以
对比，从而反映出一个学生上课专心致志，另一名学生走神。



此外，我对于陈老师的一些字、词、句训练有选择的删去了
一点。一是一节课的时间有限，容纳不了太多的东西；二是，
有些训练以前已经做过多次，学生们都已熟练掌握，不需要
再花费时间。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七

第一自然段介绍了秋是古时候的一位下棋能手。主要通
过“能手”“远近闻名”这两个词语突出秋的棋艺高超。教
学时要引导学生谈谈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从而让学生感受
秋的棋艺高超，让学生心生赞叹，感情朗读。

第二自然段写了秋的两个学生在学棋时的不同表现。这是本
课的重点段落，课文中的插图也与此段内容相对应，形象地
展示了两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表现，对比鲜明。教学时可让
学生认真观察图画，再读读课文，找找课文中哪些句子写了
图画上的情景。按照学生的观察顺序分别出示文中的句子。
一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一边听一边看老师在棋盘上布子，
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上几句。让学生读读找找这个学生的
动作，强调“一边……一边……”这个关联词，让学生体会
看和听是同时发生的，学生看的时候在听，听的时候在看，
再用“一边……一边……”说说话。然后带领学生朗读，体
会他的认真专心。而另一个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呢？学生不难
找出相关的句子。同样让学生读，抓住“走了神儿”“不由
得”体会这位学生的学习态度。找找另一位学生在做什么，
想什么，让学生知道这位学生在学习时是心不在焉。听着听
着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再注意老师的讲课了。再让学
生对比朗读两段话，让学生进一步明白两位学生的学习态度
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自
然地过渡到第三自然段的学习。

第三自然段用简洁的话语介绍了这两个学生后来的情况，一
个成了出色的棋手，另一个棋艺一直没有多大长进。简洁的
叙述学生一读就懂，这时就让学生进行讨论，都是秋的学生，



都是秋在教，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让学生用上“因
为……所以……”说一说。懂得学习要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
成的道理。告诉学生这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
习惯，要从小培养，将来受益无穷。

学完课文，并不意味着结束。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生活的
强音就是学习。我国有许多著名的围棋能手，聂卫平、马晓
春、俞斌、常昊等，可以让学生去收集一些他们的小故事和
同学交流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学习一下围棋。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八

课文第二自然段写了秋的两个学生在学棋时的不同表现。这
是本课的重点段落，课文中的插图也与此段内容相对应，形
象地展示了两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表现，对比鲜明。教学时
我让学生认真观察图画，再读读课文，找找课文中哪些句子
写了图画上的'情景。按照学生的观察顺序分别出示文中的句
子。一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一边听一边看老师在棋盘上
布子，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上几句。让学生读读找找这个
学生的动作，强调“一边……一边……”这个关联词，让学
生体会看和听是同时发生的，学生看的时候在听，听的时候
在看，再用“一边……一边……”说说话。然后带领学生朗
读，体会他的认真专心。而另一个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呢？学
生不难找出相关的句子。同样让学生读，抓住“走了神
儿”“不由得”体会这位学生的学习态度。找找另一位学生
在做什么，想什么，让学生知道这位学生在学习时是心不在
焉。听着听着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再注意老师的讲课
了。再让学生对比朗读两段话，让学生进一步明白两位学生
的学习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什么样的
结果呢？自然地过渡到第三自然段的学习。学习第三自然段，
让学生用上“因为……所以……”说一说。懂得学习要专心
致志才能学有所成的道理。告诉学生这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
度，良好的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将来受益无穷。



苏教版学棋教学反思篇九

本课讲了古时候两个学生向围棋能手秋学下棋，一个专心致
志，一个心不在焉，所学结果，截然不同，告诉人们学习必
须专心致志的道理。

在评价预习阶段，对于“专心致志”这个成语，我尝试让学
生说一说此成语的意思，并试图说一说表示学习认真有关的
词，如：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但学完此课后，我觉得如果
学习“专心致志”时联系课文教学，那学生掌握得会更透彻，
理解得也较深入，也能达到语文教学文本和生活的结合。

教学第一自然段是主要通过“能手”“远近闻名”这两个词
语表现秋的棋艺高超。教学时我抓住了“能手”进行重点理
解，但忽视了对“远近闻名”的指导。教学时我认为“远近
闻名”学生已很熟悉，但现在想想我忽略了“温故而知新”
所蕴含的内涵。

课文中的插图和第二自然段的内容相对应，形象地展示了两
个学生学习时的不同表现，对比鲜明。教学时，我重点引导
学生分析两个学生的不同表现，从而导致的不同结果，采用
对比教学的方法，让学生自由读，自已读，自已去总结。但
教学时忽略了书上插图与文本的相结合，忽视了引导学生观
察图画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