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优
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篇一

《蜗牛的奖杯》是一篇寓言，讲的是善飞的蜗牛获得飞行比
赛的冠军奖杯以后，得意洋洋，不思进取，结果翅膀退化，
丧失了飞行能力，只能在地上慢慢地爬行。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在荣誉面前骄傲自满就会阻碍自己进步的道理。 为了让学
生能懂得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我就让学生把自己当做小蜗
牛，走进人物心里。

小蜗牛得了冠军后，我就采访成天背着奖杯的小蜗牛，我说：
“小蜗牛，你得了飞行比赛的冠军，你的心情怎样？”

“小蜗牛啊，小蜗牛，你身上金光闪闪的是什么东西啊？能
让我瞧瞧吗？”

“小蜗牛啊小蜗牛，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在对话中，孩子们俨然成了故事中的小蜗牛。

当然，有几个孩子说：“我想继续努力，争取下次比赛再夺
冠军！”

我就适时问他：“文中的蜗牛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吗？”

然后，和孩子一起再次走进文本读读有关语句，从而引导他
们要读懂课文，而不是想当然。就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目



中无人，被荣誉烧昏了头的蜗牛跃然纸上。

当课文学完之后，我问孩子们：“看到再也不能飞上天的小
蜗牛，你想对它说什么？”

陈姝骐说：“小蜗牛呀，小蜗牛，如果你获得了奖杯后继续
练习飞行，不骄傲的话，也许你会飞得更高更远。”

还有的小朋友说：“小蜗牛呀，小蜗牛，是骄傲毁了你。”

“小蜗牛呀，现在你后悔了吧？但是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
的”……

从孩子们话语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应经走进了角色，读懂了
《蜗牛的奖杯》这个故事的道理。

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篇二

《蜗牛的奖杯》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善飞的蜗牛获得飞
行比赛的冠军奖杯后，自我陶醉，不思进取，结果翅膀退化，
丧失了飞行能力。课文将深刻的道理寓于朴实浅近的语言中。
因此在教学中，我以新课标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根据二
年级学生阅读的实际情况，主要采用“自主朗读，读中感
悟”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的重点词句，反复朗
读感悟，从而理解寓意。

一篇课文，如果你要面面俱到地讲解，那是不可能的，而且
时间也不允许。比如在理解“遥遥领先”一词时，如“遥遥
领先”一词：读完第2自然段，我设计了一个贴图小游戏，再
现飞行比赛的场景，学生贴完后追问这样贴的理由。通过看
图，明白蜗牛飞在第一个，然后再紧扣“遥遥”两字，让学
生明白蜗牛领先其它小动物不是一点点，而是把所有的选手
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此感悟蜗牛飞行本领的高强，为以
后的变化埋下伏笔。再如在理解“唯恐”和“生怕”两词时，



感觉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而作为书后的一个练习，相
信它亦是文章的一个重点。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我先
告诉他们这段话中藏着一对近义词，都表示“怕”的意思，
然后让学生寻找，找到后至于对两者能否调换位置，我则通
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化难为易：蜗牛对于“别人不知道自己是
飞行冠军”和“奖杯被别人偷去”这两件事更担心哪件事。
从而让学生明白这两个词虽是近义词，可仍存在着细微的差
别，同时也明白两词是不能调换位置的。而使得蜗牛对奖杯、
荣誉看重的心态更深地烙在学生的脑海之中。

在细读课文的一开始，我就先让学生说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蜗
牛是什么样的？然后引导他们朗读第一自然段，明白那时的
蜗牛有着一对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再引导学
生说说自己现在看到的蜗牛是怎样的？明白现在的蜗牛只能
背着一个坚硬的外壳在地上慢慢地爬行。两幅对比鲜明的蜗
牛图，让学生在强烈的对比中激起探究欲望。为什么蜗牛会
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多读读，多悟悟。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
础上组织学生全班交流，相机点拨，抓住关键词“成天、唯
恐、生怕”等体会蜗牛的得意洋洋。再引导学生想象蜗牛成
天背着奖杯碰到小动物们会说些什么，从而体会到蜗牛从此
不思进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炫耀自己，把荣誉看得很重很
重的心态，真正地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很久很久以前的蜗牛，因为有着一对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
自由地飞翔，所以它的心情是快乐的。天长日久，它就和奖
杯粘在了一起，一对翅膀也退化了。沉重的奖杯变成了坚硬
的外壳，蜗牛也只能勉强地从硬壳里伸出头来，在地上慢慢
地爬行。想想以前当飞行冠军的样子，再看看现在的自己过
角色的转换，引导学生明白此时的蜗牛是伤心，难过，外加
后悔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显而易见，使得学生
进一步地感悟了课文所蕴含的道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
人落后。



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篇三

《蜗牛的奖杯》是一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通过奇特的想
象，写出了蜗牛由在空中自由地飞翔，遥遥领先，捧走了冠
军奖杯，退化成如今只能勉强地从壳里伸出头来，在地上慢
慢爬行的动物，表现了一个凝重的主题——人不能把成绩和
荣誉当成包袱，如果自满自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不思进
取，就会落后、倒退。执教的这节课我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看图激趣，质疑导入（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
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

本文的插图很巧妙。“天头”画着蜗牛高飞蓝天，遥遥领先，
把蜜蜂、蝴蝶、蜻蜓都甩在了后面，显然，蜗牛是胜利者。
如果是比赛，冠军应当属于蜗牛，蜗牛捧走金色的大奖杯当
之无愧。然而，蜗牛夺取奖杯后怎样呢?蜗牛的翅膀又哪去了
呢？在读题质疑后，导入新课，引导读书，顺势合理，激发
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2、以读代讲，以读领悟。

这节课注重了品词、品句、品读，以读代讲、以评促读，以
读悟情。例：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提出问题从哪儿可以看出
蜗牛飞行能力强，可以得冠军？学生自读后很快找出了“遥
遥领先”、“甩”、“所有”等词。我又让学生读词，再读
句子。读后让学生评价，做到生生互评、师生互评，评后再
读。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获得积极
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以读代讲，以评促读，锻炼了学生的评
价能力，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3、自主识字，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识字方面以自主识字，自读自悟的方式来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利用生字卡片，出示词语等检测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



情况，给学生多一些自我表现的机会。

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篇四

我觉得是我的教学思路不够清晰，没有一条很明确的主线带
着学生走，只是按着故事的发展顺序一路走下去，显得比较
枯燥。后面的朗读指导较少，朗读方式较单一，重点词语的
指导不到位，和前面比起来，有点头重脚轻，乱乱的感觉。
另外就是教学评价的单一。其实，我知道，无论朗读也好，
回答问题也好，作为老师要恰当的给予不同的评价。为了避
免评价的单一，事先我也在教案设计上准备了评价。但是真
正上课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这就说明，平时对这方面不
太注意，到了被听课时，即使事先准备好，但也是只留于表
面，仍然不能很恰当的给出有个性的评价。

另外，让我很满意的，是学生对词语“遥遥领先”的理解，
我采取贴一贴的方式，让学生贴蜗牛所在位置，一开始有学
生只是把蜗牛贴在其他昆虫的前面，其他学生立刻指出该贴
在距离更远的地方，因为根据对“遥遥领先”的理解。还有
对词语的积累，由得意洋洋，得出“洋洋得意”、“得意忘
形”、“惟恐——生怕”这一对近义词的理解，都让学生更
深入的了解课文。

二年级蜗牛的奖杯教学反思篇五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要求：阅读教学，首先要重视朗读的指导，
在学生读正确、流利的基础上，指导读出感情。由于课文是
寓言故事，教学中重在引导学生自悟寓意，不以繁琐的分析
或抽象地讲道理，所以我反复创设情境，通过各种形式的读，
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自读自悟。本教学设计注重了引导学
生从词语表达的准确、鲜明去体会、感悟寓意。如：通过
对“得意洋洋”、“成天”、“唯恐”、“生怕”等词语及
其所在句子的反复品读，学生在脑海里形成了蜗牛得奖后所
作所为的表象，让学生感受、体味到语言文字中所蕴含着的



道理。

在本课中重点词语有“遥遥领先”、“得意洋洋”、“唯
恐”、“生怕”等，课堂上我通过各种形式、方法让学生更
好地理解词语意思，从而理解所在的句子及段落的意思。比
如：在理解“遥遥领先”一词时，通过让学生看图，自己理
解并总结词语的意思，从而明白蜗牛是多么的厉害；在理
解“唯恐”和“生怕”时，我先通过换词理解的方法理
解“唯恐”的意思，学生容易理解到“唯恐”的意思，然后
通过读课文，再思考两个意思相近的词位置是否能调换，学
生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明白两个词的细微差别，老师最
后进行总结，使学生体会蜗牛非常得意的心态。

语文教学的核心就是语言文字训练。在教学中，我注重了语
言文字的训练，将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巧妙的结合进行了
融合。导入新课时，我让学生选一、两个词进行造句练习；
我重点抓了2处来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注重情境的创设，
比如：“你就是这只获奖的蜗牛，你心里怎么想？你碰到朋
友会怎么说？你是蜗牛的朋友，你会对它说些什么？”，让
学生进入到角色，更好地体会蜗牛当时的心态，进而体会到
课文的寓意，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高效的言语活动，高
质量的提高学生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