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
措施(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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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一

教学完《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后，我才彻底认识到在课堂
教学中，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那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关键就看教师如何去把握课堂了。可以这么说，孩子们
能和老师共同把握课堂的方向，这堂课才是孩子们真喜欢的
课！

在《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的教学过程中，我请同学说说在
冬天沟渠里的积雪是如何为人们指明方向的？这时张彬彬同
学站起来说：“在冬天沟渠里的积雪，融化比较慢的是北面，
融化比较快的是南面。”而吴金泽同学却说：“融化比较快
的是北面，融化比较慢的是南面！”当时我心想：课本上不
是已经描写得很清楚了吗？怎么会不明白呢？”然后我就说：
“冬天的太阳在偏南边，你看，”为了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我在黑板上简单的画了一个沟渠的示意图。示意图一画出来，
我立刻发现从南边射过来的太阳照到的是沟渠的北边，因为
它面朝南！这时候我连忙说：“看，吴金泽同学说得很对，
真是沟渠里的积雪，雪化得快的是北方，化的.慢的是南方！
因为南边射过来的太阳照到的沟渠的北边，所以是哪边的雪
先化呢？”这时候我班学生一下都看懂了，齐声说：“北
边！”然后我突然想起了山上的雪，说：“如果这不是一个
沟渠，而是一座山呢？”并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山，这时立刻
就有学生说：“山上的雪化得快的是南面，化的慢的是北
面！”“对！”这时我及时地给予了肯定，心里也挺高兴，



终于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同时我也为自己在写教学设计时
的不仔细感到很自责。这节课正是由于学生的提示，我才没
有出现知识性的错误。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二

在《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的教学过程中，我请同学说说在
冬天沟渠里的积雪是如何为人们指明方向的？这时一位同学
站起来说：“在冬天沟渠里的积雪，融化比较慢的是北面，
融化比较快的是南面。”大部分学生表示赞同，而另一部分
孩子似乎有不同的意见，但也说不出我们来。一同学
说：“融化比较快的是北面，融化比较慢的是南面！”他的
话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议论，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但是没
有谁能说服对方。

当时我想课本上已经写了，怎么会这样呢？我说：“冬天的
太阳在偏南边，大家看。”为了让他们明白，我在黑板上简
单的画了一个沟渠的示意图。示意图一画出来，立刻同学发
现了问题所在。他说：“从南边射过来的太阳照到的'是沟渠
的北边，因为它面朝南！”这时候我连忙说：“看，说得很
对，沟渠里的积雪，雪化得快的是北方，化的慢的是南方！
因为南边射过来的太阳照到的沟渠的北边，所以是哪边的雪
先化呢？”这时候我班学生一下子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说：
“北边！”

然后我突然想起了山上的雪，说：“如果这不是一个沟渠，
而是一座山呢？”并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山，这时学生立刻回
答说：“山上的雪化得快的是南面，化的慢的是北
面！”“对！”这时我及时地给予了肯定，心里也挺高兴，
终于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课前对这个问题想的太简单，以
为孩子们能理解，结果呢，却不是这样。以后对学生活动的
预设要更多些更全面些，孩子们能和老师共同把握课堂，这
才是学生真正喜欢的课！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三

五月三号是家长开放日，我执教的是20课《要是你在野外迷
了路》。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为是家长来
听课，这课跟平常的教研课侧重点有所不同。每个家长都盯
着自己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被老师叫到而
且回答精彩得到老师的满意，所以我把答题的面撒得很广，
尽量叫到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了解尽可能让每一位回答的
同学满意地坐下，即使读一个词语也好。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一首以自然科学为题材的儿童诗
歌，在生动形象的语言中，向我们介绍了太阳、北极星、大
树和积雪四种大自然的指南针。但本文的科学性、知识性都
非常强，处理得不好很容易上成常识课，变得枯燥乏味。如
何让孩子们觉得大自然是那么神秘、那么有趣？在这节课的
教学中我做到了如下几点：

1、利用多媒体课件突破重难点

教学中恰到好处地运用多媒体可以简化并突破课文的重、难
点，使学生直观形象地理解课文的内容。

课文第三自然段的难点是如何在黑夜里找到北极星，我利用
课件形象演示后，使学生认识了北斗七星，再找到北极星就
容易了。

最难的是第五自然段的积雪这一天然指南针，沟渠里的雪哪
边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受前面知识的影响，大家一致认为
是南边化得快。真是如此吗？我利用课件向学生展示了太阳
光的照射和沟渠里的积雪，由于被沟渠的壁挡住了，阳光先
照到沟渠中北面的积雪，所以北面的积雪先化，南面的积雪
反而化得慢。看了直观的画面，学生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么
高山上的积雪呢？我再出示高山和太阳，请同学们观察高山
上的积雪和阳光照射与沟渠里的不同之处，然后说说高山上



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哪一方？这时的学生已能清楚地辨别了。
最后，把南边和北边放进课文里读一读，印象就深刻了。

2、引导学生走向广阔的语文学习空间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四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一首短小、通俗的诗歌。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以读带讲，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
中理解，读出感情，读出味道。本诗是写自然科学常识，要
让学生边读边想，读懂其中的科学知识。我在教学中大胆放
手，将理解课文内容的机会交给学生，用学生对知识的探索
代替我对课文的讲解、分析。

首先，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和小伙伴出去玩，迷路了
会怎么办？接着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通过小组讨论、集体
汇报等形式，学习课文中的四种方法。在小组学习时我及时
巡视指导，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学到的方法，并找到相应的段
落再读，然后请学生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学生用自己的话
或书中的句子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在小组学习之后，我又
引导学生集体汇报、进行总结。如学习大树一节：学生说我
知道大树也能告诉我方向。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
一面是北方。我又问：“为什么会一面稠，一面稀呢？”学
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理解，从而也更进一步理解了课文所蕴
含的知识。在学习第五节时，孩子们遇到了一点困难，到底
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南方还是北方呢？课文中没有明确
说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画图引导他们思考，通过这种直观的
形式，孩子们恍然大悟，原来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应该是
北方。最后，在拓展环节我提出问题：“除了课文中介绍的
在野外辨别方向的方法，你还知道哪些天然指南针呢？”这
一问题激发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奥秘，也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课后孩子纷去查找资料，也更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五

执教的班级是xxx校二年级xx班，这个班级的学生比较多，之
前没有对这个班级做过详细的了解，所以这次上课对学生的
基本情况没有掌握好。个别学生学习起来还是很吃力，对他
们的'关心似乎也少了点，这一方面还需要拿出多一点时间关
注，引导学习吃力的孩子。

这堂课对于引导学生读书上欠缺了些，这篇课文是诗歌形式
的，读起来也朗朗上口，除了引导学生发现这些天然的指南
针外，应该多引导学生读书，从读中感悟大自然中这些天然
的指南针会帮助我们辨别方向。比如第二小节，讲太阳会帮
助我们辨别方向，中午的时候他在南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
北方。这一小节，我在处理上只是引导学生观察了图片中的
方位，自己范读了一遍，一带而过，显然对于学生照顾少了，
学生启而不发。

这次上课的收获是教师要引领学生在充满感情的文字中学习，
找到快乐，和学生一起走进文本感受文本，这样就会学的更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