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 笋芽儿的教学
反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篇一

《笋芽儿》这篇课文的第二课时我主要采用学生“自主学
习”，找出笋芽儿想长大想钻出地面的几个句子，课堂上学
生非常积极地找句子。有些同学全部找对，有些同学能找出
三句，但也有一些学困生能找出二句，我就马上表扬了这些
同学，使他们不再害怕老师了，在下半节课，他们表现地很
积极。

从这堂课中我发现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课堂教学成功的重要条
件。学生是需要被理解的，教师应“深知每个儿童的内心世
界”，学生方能用心灵感觉到教师的情绪，达到“亲其师，
信其道”的境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世界是美好的，
如果你理解它，在其中感到如鱼在水中一样，那它会给你带
来良好的感受和心情，要比不好的多得多。”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注意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善待学生，对学生暴露出
来的情感或观点，有道理的，给予赞赏和肯定；不正确的，
绝不批评、嘲笑，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学生的感受，以宽容
的心去对待学生，使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敢说、乐于学习，
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民主的、有利于自主学习的`教学氛围。一
位在加拿大读书的华侨子女说，那里的师生关系完全是一种
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老师虚心接受学生的挑战，激发学生
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师生都是课堂的主角。
我认为引导自主学习，创新语文课堂教学就应该大胆实践这



种民主、平等、开放的教育，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
的“无我”、“无童”方式，完全告别单纯的“灌输
式”、“训练式”教法，让学生都灿然闪现出“创新”之花。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篇二

进行教材统揽时，我就对《笋芽儿》诗一般的语言所吸引，
春姑娘的柔声呼唤、雷公公的深情鼓励、妈妈的呵护与担心
深深的打动我的心。所以备课时多了一份用心，正是这用心
让我享受到教与学的快乐。

课前备课时我用心的搜集了一些有关竹笋的知识，一讲课想
用谜语激起学生的兴趣“小时层层包，大时节节高，初生当
菜吃，长大成材料。”可是学生由于对竹笋很陌生，所以猜
谜时五花八门，玉米、芝麻一大堆和竹笋样子类似的事物，
通过猜测逐渐把竹笋的样子和生长特点显现出来，学生一下
子对笋芽20天长成竹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急切的想知道笋
芽是怎样生长的。很自然的引领到文本教学中去。

而文中那优美的语言又一次深深的吸引了孩子们“沙沙沙，
沙沙沙。春雨姑娘在绿色的叶丛上弹奏着乐曲，低声呼唤沉
睡的笋芽儿：‘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学生们一
边轻轻地用手来回拨着一边用他那稚嫩的声音轻声的呼
唤“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小笋芽正睡的香甜，
做着美梦呐！春雨姑娘的柔声呼唤打搅了他的美梦，小笋芽
会怎样表现？”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表演笋芽的撒娇与可爱。
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的读，声音中传递着一种快乐的情绪，同
样也传递着春意。

这浓浓的春意一直弥漫在整节课上。下课时我灵机一动，让
学生到校园中去寻找充满生机的春天。那吐出嫩芽的杨树，
长出花骨朵的海棠一定会让孩子们喜欢。谁知有几个孩子兴
奋的跑进我的办公室：“王老师，我们找到笋芽啦！”一株
小野草被孩子小心的放进我的手心。哦，还真有几分相似，



一层层的花骨朵。我拿来课本上的图片让孩子们对照一番，
两者的一层层有什么不同，尽管孩子们没有找到竹笋，可是
我知道笋芽已经在孩子们的心田生根、发芽，他一定会陪着
孩子一起成长。

反思这节课，我认为孩子们用心的朗读——春雨的温柔、雷
公公的关怀和妈妈的关爱以及笋芽的勇敢和坚韧，让孩子在
朗读中体悟情感，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同时孩子对笋芽的
兴趣也让我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有
了更深的理解，因为只要我们用心去研究问题，真正让思考
与实践同行，在实践中去品味与学生心灵碰撞的乐趣，找到
学生的兴奋点，旁敲侧击，从点到面，和孩子一起用心的去
做每一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功。同时我也觉得生活的本质在
于它的丰富性，当我们利用身边的生活资源与学习建立起紧
密的联系时，教学活动也就变得生动活泼，使孩子喜欢上学
习。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篇三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重视学生的阅读能
力、情感体验的培养。二年级《笋芽儿》是一篇科学童话，
讲的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笋芽儿以顽强的意志，由竹笋
生长为强壮的竹子的经过。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启迪学生要
趁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勇于进取。为了完成本课的教学目
标，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两个方面。

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一直是新课改所
提倡的。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我仍然采用配乐朗读、自由读、
齐读，默读、范读，分角色朗读课文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有感情的朗读。如：为了让学生领会课文中各种“人物”的
感情和心理变化过程。课前让学生听课文配乐朗读录音，让
学生熟悉课文，并在富有感情色彩的课文朗读声中对课文出
现的各种人物(春雨姑姑、笋芽儿、竹妈妈、雷公公、小草弟
弟)在情感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在学生朗读过



程中，我及时激励，且努力做到评价语言到位，具有针对性。
如：“读的很有感情，读出了可爱的语气，读的很认真，声
音很轻柔，读出了雷公公的气势……”。这些话语有利的激
发了学生积极朗读的愿望。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我采用电教手段，让学
生观看录像，投影片，并运用所学的.观察方法，欣赏细雨蒙
蒙，春雷轰轰，万物复苏的春景，观察笋芽儿破土而出，最
后长成苍翠青竹的生动景象。使学生在了解笋芽儿的生长过
程中，训练了观察能力，受到美的教育。在学文的过程中，
体会和理解笋芽儿奋发进取的精神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通过电教媒体的直观、形象的画面，配以优美的课件音乐，
学生在笋芽儿前后的语言变化过程中，体会笋芽儿积极向上、
努力进取的愿望。例如：“瑟缩着身子”与“一个劲儿地往
上钻”，“央求”与“自豪”，“不住嘴地说”与“急得大
叫”等。

总的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本节课力求落实新课程标准的理
念，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篇四

本文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以拟人手法绘声绘色地叙述
了笋芽儿在春天里的成长过程，让人感受到了笋芽儿成长之
快及春天的逢勃力量。课文在写作特色上采用拟人的修辞手
法，语句优美，描写形象生动、这么优美，充满童趣的美文，
我在教学中力求做到了阅读感悟，效果比较好。

课前我对教材作了认真地梳理。这是一篇记叙笋芽儿成长过
程的文章。如果作者单纯地按笋芽儿的成长过程来叙述，会
很单调乏味，大家又怎么会喜欢呢!在这篇课文里，作者的笔
下有稚嫩的笋芽儿娃娃，有温柔的春雨姑娘，有大嗓门的雷
公公，还慈爱的竹妈妈，太阳公公。课文把春雨、笋芽儿、
雷、太阳等都当成人来写，有动作、会说话、有感情、形象



生动、亲切自然。这种写法叫拟人。(引导学生在说话写话时，
也可以拭着运用拟人句，它会使自己的语言更形象、生动有
感染力。)

在教学时，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参与到课程中。(如、同学们，让
我们捧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所有关爱我们成长的人，笋芽
儿终于长大了，它该感谢伴它成长中的哪些人呢?“学生读文
畅言”)。

低年级学生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抽象思维弱，形象思维
占优势的特点。为此，运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同。(如、
手语在本课最为特切，最符合儿童的表现。“揉揉眼
睛”“伸伸懒腰”“撒娇地说”……我把这种“动作”
与“配文”当作突破本课的重点和难点。)在朗读活动中，适
当点拨“相机诱导”要有真情实感，做到自然逼真，不要生
拉硬扯。照顾事物本身的特点和人物心情，把拟人和比喻区
别开。如、拟人是把事物当成人，而人本身并不在句子中出
现。而比喻句中把某事物比作人时，人必须出现。

自主合作，自主尝试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落
到实处，在个体感悟的基础上，实现优质资源的共
享。(如、“知识在于积累 ”如果我们每学一篇文章，都能
主动地积累文中的好词佳句，久而久之，我们的语言一定会
非常丰富，对今后的作文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篇课文中有
许多描写美好春光的妙语佳句，引导学生去勾勾画画、读读
写写……)

创设情境，多次多角度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投入到情感之中，
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从而优化自身的综合素质。本文语言生动形象，精练、很适
合朗读。(如、第1自然段，要读出春雨柔和，轻声呼唤的语
气，感受“润物细无声”的意境美。第2自然段，要读出柔弱，
撒娇的语气。第3自然段，读时声音要稍大，急促、粗重、读



出个性，最后两个自然段要读得亮亮，自豪、表现笋芽儿长
大时的欣喜。)

课堂不仅注重学生的听说读写方面的语言文字训练，同时还
进行了认知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对提问方式作艺术
化的处理，将思想教育寓于语言文字训练之中，起到“润物
细无声”的作用。和学生共渡难关，绝对做到“读书不放一
难”联系生活实际，设计问题。(如、笋芽儿需要用多长时间
才能长成一株健壮的竹子?笋芽儿从破土之后，只需要两个多
月的时间，可达10多米的高度，每逢阳春三月，雨后春笋顶
岩破土，幼竹一天内可长30厘米左右，要是身于竹林之中，
可以听到竹笋破土时发出的声响，因此，人们常用“雨后春
笋”来形容事物民展之快。)

从表面上看，学生激情很高，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也能积
累好词佳句，对课文的理解也不是很差。通过学生笔上实践，
写写简单的读笔记，多数学生能用自己的话写出对笋芽儿的
喜爱。但在基础知识的落实上不理想，为了弥补教学中的不
足，本人从作业中作了适中的设计，通过实践训练，本课的
教学效果还是不差的。

总之，培养学生语言感悟的同时，更不忽视基础知识的训练。
在语文这个“大家族”中，字词是学生的原始资料，是语文
教学的根本。

幼儿园中班芽儿活动反思篇五

笋芽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全文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语
言优美，描写形象生动，极富童趣。作者笔下有稚嫩的笋芽
儿娃娃，有温柔的春雨姑娘，有大嗓门的雷公公，还有慈爱
的竹妈妈。小笋芽儿在这些外力的作用下一步步长成了一株
健壮的竹子，这一过程告诉孩子们只有经历风雨，见世面，
用于锻炼，才能茁壮成长。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主要利用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引导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教学初始，我用了一则谜语“小时层层包，大时节节高，
初生当菜吃，长大成材料”导入，学生们的学习兴致立刻就
高涨起来，接下来的学习环环相扣，自然水到渠成，很好地
达成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紧接着，通过播放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边听、边看、边思考，
笋芽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春天到了，他被春雨姑娘唤醒了，
在雷公公的呼唤下，一个劲儿的向上钻，笋妈妈忙给她穿上
一件件衣服。笋芽儿做出了地面，看到了美丽的春光，在太
阳公公的温暖下，在春雨姑娘滋润下，她脱下了一件件衣服，
长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新课程标准》中指出的“阅读是
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
践”。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特别强调阅读者的个性体验。
比如：春雨姑娘呼唤笋芽儿时，声音柔和、语言亲切，
有“润物无声”的感觉，雷公公呼唤沉睡的笋芽儿时，声音
粗重，带有鼓励。笋芽儿苏醒时，通过做动作、联系学生已
有的生活经验理解“揉”“伸”“撒娇”“扭”“一个劲
地”等词语，引导学生模仿读，加动作、表情表演读，男女
生比赛读，师生评读，自愿展示读。创设情境，通过分角色
表演读课文，让学生在读中投入到情感之中，在读中整体感
知，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最终启发学
生由竹子的成长联系到自己的成长，体会自己在成长过程中
得到的关心和爱护。从而得到最终的感情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