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优
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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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篇一

经过几天精心准备，今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实习汇报课
的展示。

由于在前一天才得知汇报课从原来的四十分钟试讲改为十分
钟的片段教学，所以，梁云吾老师加班加点指导我重新修改
教案，还亲自为我示范教学，令我十分感动。她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要上好一节课，哪怕是十分钟的片段教学，你都
要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学生试教，就对着镜子练，多少名师
为上好一节课，连续练习了好几个月，何况是我们呢？不管
是教态、教学语言还是教学互动等各方面都要很好地操练和
把握，把每一次讲课都当作锻炼的机会，发挥出最佳水
平。”

听了梁老师的一席话，我倍受鼓舞，在学校抓住一切机会练
习，就连梁老师的侄女也不放过，让她充当我的学生。回家
后反复对着镜子练习，甚至在试讲之前还在走廊上刻苦练习。
天道酬勤，正式上台时我胸有成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镇
定自若。

因为之前彭莉老师已经为学生上了十分钟片段教学，带领学
生把握了《精彩的马戏》这篇课文的整体脉络，所以我决定
重点讲析课文的第三个马戏节目---山羊走钢丝。开始，我没
有设计复杂的引入环节，而是选择直接切入正题，以“还有



一个更精彩的马戏节目正等着我们呢！”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好奇，让学生翻开书本自由朗读第四自然段，并找出节目的
名称。接着，我把这段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讲解。

1、山羊如何走钢丝？

2、山羊怎样表演它的绝技？

3、现场观众有什么反应？

我在这三个环节都设置了不同的亮点。如第一个环节，梁老
师就教我运用对比的方法，先让学生自己说出原文中描写山
羊走钢丝的句子，然后引导学生理解“细细的”、“像在平
地上一样”、“稳稳当当”这几个词的意思以及在文中起到
的作用，即突出节目的精彩。接着，我出示一句没用这些词
的句子，并告诉学生这是林老师自己写的句子，激发学生的
兴趣，让他们当一回小老师，把这两个句子作比较，选择自
己喜欢的句子，并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有了之前的铺垫，
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就比较轻松了。

第二个环节，梁老师帮我设计的亮点就是让学生在理解原文
的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内部语言―心理活动。如：“看到身
躯如此庞大的山羊，要把自己的四只脚都踩在一个只有碗口
大的金属圆板上，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你有什么想对山羊
说的吗？”。另外，这是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所以，我在
讲解这一环节的时候特别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片，先用自己
的话说，再找出文中描写山羊表演绝技的句子，这样就可以
让学生掌握看图写话的一些技巧，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第三个环节，我先请同学们回答“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然
后启发学生说一句排比句，描绘现场热烈的气氛。教学生
用“有的...有的...还有的...”的句式造句，想象观众是如
何喝彩的。最后，再让学生朗读，先指名读，后整体读，整
个过程遵循“读―讲―读”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理解的基



础上读出文章“精彩”的主题。

对于这节课的效果，梁老师、杨书记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正如梁老师和杨书记所说：还有进步的空间。如分析
词语的部分不够透彻，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不够，教学语言还
要更简练，以读代讲的形式可以更加丰富等等，这些都是我
以后努力的方向。

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篇二

《精彩的马戏》是聋校五年级下册的一篇看图课文。本文图
文并茂，语言生动形象，比较能激起学生的朗读兴趣，共记
叙了六个节目，详细介绍了“猴子爬竿、黑熊踩木球、山羊
走钢丝”三个节目，全文紧紧围绕“精彩”展开。由于这三
段的构段方式比较相似，都是先说节目名称，再介绍怎么表
演的，还写了观众的反应。

在教学，我重点引导孩子学习“猴子爬竿”这一段，再学
习“黑熊踩木球”和“山羊走钢丝”体现由“扶到放”的教
学过程，再让他们自由选择后面简写的三种节目中的任意一
种进行说话练习。能据课文中的写法，任选一个节目写一写。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设计了层层铺垫：

一、由马戏这个话题导入。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谈论马戏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把学生的情感带入了马
戏表演的环境中，激发了学习兴趣。

二、精读“猴子爬竿”，让学生品读马戏的精彩。在这个教
学过程中，我少了繁锁的分析，在不讲读的情况下，围
绕“谁表演什么”、“怎样表演”、“观众表现”的写作顺
序展开教学，再在读读画画中找出有关动作词语，了解课文
就是这样把节目写精彩的。做到以读代讲，以读激情，以问
带读，以读促思，展开想象，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课文。
三、依照写法，仔细观察图片用上书上的句子，并看着板书



来复述课文。

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篇三

有幸执教了责任杯实践课《一条大蟒蛇》，本课的设计意在
改进教学中的两点不足：创设情境感悟课文以及过渡语言。

《一条大蟒蛇》这篇课文所讲述得内容离学生比较远，学生
对大蟒蛇不了解，对文中所描写的危险也没有体会，因此我
在课前让学生适当地了解一下关于蟒蛇地资料，在课的开始
让学生自己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知道了蟒蛇，学生了解到的
资料范围非常广，交流也很热烈，我将学生交流的重点控制
在关于蟒蛇的庞大和危险上，并结合媒体的效果让学生说说
如果这样一条巨大的蟒蛇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心情是
怎样的？用一个词来说一说。学生说出的词基本是和恐惧有
关，这样，学生在理解之后的“我和卡达叔叔”见到蟒蛇时
的心情就有了基础，同时对于课文第一小节的朗读也有了感
情基础，对读出蟒蛇出现的恐怖很有效果。课的一开始就给
学生订好了这样的基调，于是在之后看到卡达叔叔见到大蟒
蛇时临危不惧的表现就更能形成对比，凸显出卡达叔叔的经
验丰富、临危不惧，同时也保护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于是
在说话练习中让学生说说对卡达叔叔的'敬佩之情就水到渠成，
学生能够有话可说。个人觉得情境的创设不只是一个个环节
单独割裂开来的，个个环节是需要在整堂课的教学中相互依
存的。

对于课堂中过渡语的设计和运用，我的感受是需要充分的预
设加上课堂上教学机智的运用。这些过渡语一方面是为课文
情节发展的需要，如“眼看着大蟒蛇吐出舌头向小作者和卡
达叔叔游去，他们分别是怎样做的呢？……”运用了课文中
的句子将学生的思维带到了课文的下一个小节的内容，过渡
语衔接了我的教学环节。另一方面，我的过渡语还带有一定



的引导作用，如“如果这么庞大的一条大蟒蛇，忽然之间出
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有什么反应？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吗？”在过渡的同时将自己的意图渗透在提问中，为下一步
的教学打下了基础。当然课堂中学生的回答会有无限的可能
性，再充分的预设都无法完全地掌握客堂中可能发生的状况，
所以个人觉得许多过渡的语言就和评价语一样，是不能生搬
硬套的，还是需要我么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机动地组织自己
的语言，而这也是我在未来的教学中需要进一步积累和提高
的。

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因为青蛙成天坐在井里，看到天只有井口那么大，而
小鸟却说天无边无际，青蛙觉得很好笑。

生：青蛙以为自己是对的，它认为小鸟在说大话，觉得很好
笑。

师：小鸟又为什么笑呢？

生：青蛙明明是错的，还偏以为自己是对的，小鸟觉得可笑。

生：小鸟天天在天上飞，当然知道天有多大，而井里的'青蛙
却不相信，小鸟无可奈何地笑了。

生：天明明无边无际，而井里的青蛙看天却只有井口那么大，
还不相信小鸟的话，让人又气又好笑。

师：小朋友，学了这篇课文你懂了什么？（学生议论纷纷，
众说纷云）

二、反思。



1、揭示寓意一直是低年级寓言教学的难点。如果学完课文后
直接让学生说出寓意，显然是不现实的。有时只好把寓意抄
在小黑板上，让学生读读背背了事。而本课教学不是这样，
我抓住青蛙和小鸟的“笑”，引导学生找出“笑”的原因，
从中体会到青蛙的目光短浅，自以为是，从而水到渠成地明
白了寓意。

2、分角色表演本课的故事，可以加上自己想象的内容。通过
表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多元地体会
寓意。

二年级语文传统节日教学反思篇五

类型：公开课时间：20141021教师：陈园园

学习目标

1、认识3个生字。

2、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大意，初步理解寓意。

学习重点

认识3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会分角色。

学习难点

懂得“坐井观天”寓意，明白本词含有贬义。

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

教具：词语卡片、动物图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二）借助拼音，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听课文朗读，初步认识生字，新词；

2、采用各种方式认读生字、新词：沿-井沿、边沿际-无际无
边

信-相信、不信、信件；

3、再读课文，集体纠正读音。

（三）学习课文，理解内容

1、同学们，课文中讲的青蛙住在什么地方-（井里）

2、那么，小鸟从哪儿来的呢？-天上飞来，落在井沿上，

完成练习：青蛙坐在（），小鸟落在（）上。

小结：现在同学们知道了，这只小青蛙的家住在井里，小鸟
呢？从天上飞来，飞累了，落在井沿上，那么它们为什么事
争吵起来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青蛙说小鸟“别说大话了”，这里的“大话”指什么？

（指小鸟所说的“飞了一百多里，青蛙不相信”）

4.青蛙认为天有大呢？它为什么这样认为？

（认为天不过井口那么大。因为它住在井里，只能看到井口
那么大的天。）



5.小鸟的观点是什么？它眼中的天是什么样的？理解“无边
无际”是什么意思。

（大海、沙漠、天空）

7.分角色读第三次对话，边读边想：小鸟和青蛙都是笑着说
的，它俩的笑各有什么意义？

8.青蛙如果跳出井口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么？

（会看到：田野、山川、河流。）

9.总结下面，我们再看本文题目

“坐井观天”，你现在明白“观”是什么意思吗？是谁坐在
井里看天呢？

（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学井里的小青蛙呀，老师希望同学们看
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知识，千万不要当“井底之蛙”。）

10.学了这篇寓言故事后，你想对青蛙说什么，明白了一个什
么道理？

（我们不要像青蛙那样自以为是，要像小鸟那样飞得高，看
得远。）

作业布置：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把这个故事讲给你身边的人，然后续编这个故事。

板书设计：

小鸟无边无际



（飞了一百多里）

天有多大

井口大

青蛙（天天坐在井里）

[坐井观天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二年级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