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 卖火柴的
小女孩教学反思(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一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19世纪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
一篇杰作。这篇童话记叙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夜冻
死饿死在街头的悲惨故事深刻地控诉了当时丹麦社会贫富悬
殊的不合理性揭露了专制社会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小女孩悲
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通过学习课文的第二大段学习小女孩五
次擦燃火柴从火柴的光亮中看到种种幻象从而感受到小女孩
的可怜与悲惨。领悟作者基于现实合理想象的表达方法。静
下来的时候细细反思这堂课，总结了以下几点成功之处，需
改进之处。

一、成功之处

1.创设情景，激发学生情感

创设情境，能激起学生的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推
动教学活动向纵深发展。因此，我们在课堂中，努力创设情
景。上课前欣赏火柴《天堂片断》，精心设计开课导语。我
们从安徒生的笔下认识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又冷又黑的
晚上，在一年的最后一夜，小女孩还在大街上卖火柴，让我
们把思路拉回到19世纪那个寒冷的夜晚……另外，借助音乐，
通过朗读把学生带入到课文的情景中来。



2.文本对话。领悟课文内涵。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
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也就是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注
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
学习的情境，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在教学时，能够反复读，一次一次地与文本对话，领悟课文
的内涵，感受到小女孩的悲惨。这篇课文的难点是理解这句
话的含义。“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
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
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
地方去了。”我能够引导学生去体会幻景越是美好，现实越
让人感到悲凉，学生也能领悟到小女孩只能通过幻想来满足
一下她对幸福的渴望，太可怜了。学生在一次次地与文本对
话中，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一次次从美妙的幻想回到痛苦
的现实生活中。深刻体会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悲惨命运。

3.反复朗读，升华学生情感

在突破难点，领悟课文内涵之后，通过配乐朗读，使学生的
情感得到升华。学生深刻的感受到小女孩生活的悲惨，从而
对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二、须改进之处

1.教学目标的第三点：领悟作者基于现实合理想象的表达方
法。这一点达成度不高。我想在教学中，如果适时的点拨一
下这种写法应该会更好。

2.课的结尾可以适当有一些拓展，培养学生的爱心，激发学
生用笔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愿望。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二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篇著
名的童话，主要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富人合家欢乐，
举杯共庆的大年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小女孩死了，嘴角却
带着微笑，通过擦燃火柴的美好幻想与她饥寒交迫的现实生
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徒生通过这个通话，表达了对穷苦
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刻同情。教学这篇课文，我利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引导学生逐层深入，品读并理解课文，收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新课一开始，我
利用音乐和自己的导语，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大雪纷飞的大
年夜，乞求别人买她的火柴。可是一整天谁也没有买过她的
一根火柴，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钱。结果，小女孩冻死
了！——可怜的小女孩！同学们呼之欲出！整堂课，就在这
样悲伤、凄凉的氛围中进行。

依据《课标》中“尊重学生，张扬个性，把更多的空间和时
间让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揣摩、感悟”的新理念，教学中
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书，让他们从文中感受深的句、段，谈
自己的体会。在交流中，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同时，在引导
中不仅注重了对小女孩的可怜与悲惨生活的理解，更尊重学
生的情感体验，不失时机地利用多媒体展示课件，图片等，
烘托出当时那种凄凉的氛围，激发同学们对小女孩的同情。

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要发挥教材的课程功能，依据教材、学
生的心理特点，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有机重组，以争取最好的
教学效果。在课堂中我抓住文中的重点句：第二天清晨，这
个小女孩坐在墙角里，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她死了，
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

抓住“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体会小女孩的可怜，在此基
础上，精读、感悟课文一至三自然段。同时又抓住重点句中



小女孩脸上的微笑，利用课件展示她五次擦燃火柴，曾经看
到过的美好的东西——温暖、食物、快乐与疼爱。幻想是美
好的，可是现实是多么的不幸，于是小女孩只得乞求奶奶把
她带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去。小女孩
死了，为了美好的幻想她付出了幼小而鲜活的生命，小女孩
的境遇实在是太凄惨了，同学们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并
深深的为卖火柴的小女孩而鸣不平！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带我身边，我想对她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带我们身边，我
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怎么做）

通过课堂写话，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小女孩悲惨遭遇的理解，
还进行了一次爱的教育与洗礼，懂得只有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懂得爱并珍重爱，学生能明白这一
点实属不易！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的听评课是孔xx老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安徒
生的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从我上小学时就有这篇课文，几
十年来，不知道多少赛课活动中听到这节课，但是，今天听
了孔老师的课，却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节课的“新”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思路新。

孔老师这节课突出了单元主题——走进世界文学宝库，激发
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兴趣。孔老师抓住“单元导读”，从安
徒生这位“世界童话之王”的成就、地位、影响等方面入手，
引领学生走进他的童话世界。课文比较长，孔老师摒弃了
“从头捋”、“牵着走”的传统教学思路，把学法的指导放



在前面，每个环节的学习都“有方法、有要求、有提示”，
使亘长的课文变得清晰、短小、精炼，大大减轻了学生学习
的难度，也体现了训练的系统性。

2、情感深。

本单元的训练目标是把握内容、体会情感、关注命运。孔老
师用动情的语言引读“课文讲了一个小女孩在大年夜五次划
着火柴，产生了美好的幻象，冻最后却冻死街头的凄美故
事”。“凄美”一词把学生的心一下子带入到了那个遥远的
童话世界。孔老师低沉的导读，舒缓的语调，奠定了悲伤的
情感基调，以此去引导学生细细品味文章。自学中抓住“可
怜”引起学生的同情之心，通过情感朗读使学生对小女孩由
怜生爱、由爱生悲，使学生的情感体验不断提升。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四

感受最深的教材处理介绍或教学片断摘录：

1、课前我让学生在预习中搜集安徒生的资料，使学生了解到
安徒生出生在贫富悬殊、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的苦难年代。

2、课中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自主阅读：

在阅读的同时画出文中最令人感动的地方。然后在小组内交
流收获。取长补短，促进思维。当学生全班交流时，提出自
己不懂的问题，这时我引导学生着重从两个问题来理解课文。
一是：小女孩是冻死的，为什么“嘴上还带着微笑?”二是：
分明是说小女孩冻死了，为什么要写“她曾经多么幸福地跟
着她的奶奶一起走向新的幸福中去?”引导学生抓住“两个幸
福”揣摩其内涵，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接着，设计一个
自由想象的题目：假设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到我们中间，你想
对她说些什么?学生能积极参与，各抒己见，“我请她到我们
家吃顿饱饭”。“我要请她到我们这个温暖班集体来，和我



们一起学习。”……使学生对幸福的认识和体验得到了新的
升华。

3、课后我建议学生在课后阅读安徒生的其他童话。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五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学语文第五册第三组的一篇讲读课
文。这一课主要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年夜冻死在街头
的故事。这个小女孩又冷又饿，在临死前为了暖和暖和擦燃
了一根根火柴，从火柴的亮光中，她看到了种种幻象。这种
种幻象与她饥寒交迫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学这
篇课文，我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引导学生逐层深入，品读
并理解课文，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因此，在导入部分我利用多
媒体展示作者安徒生的图片，相机介绍他的背景及创作《卖
火柴的小女孩》的背景，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培养了搜集并处理、利用信息的能力，同时激发学生深入学
文的探究意识。

依据《语文课程标准》中“尊重学生，张扬个性，把更多的
空间和时间让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揣摩、感悟”的新理念，
教学中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书，让他们从文中感受深的句、
段，谈自己的体会。在交流中，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同时，
在引导中不仅注重了对小女孩的可怜与悲惨生活的理解，更
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不失时机地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烘
托出当时那种凄凉的氛围，激发同学们对小女孩的同情。

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要发挥教材的课程功能，依据教材、学
生的心理特点，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有机重组，以争取最好的
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我首先请同学们利用多媒体找出
作者安徒生给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一个怎样的结局，并引导
学生自主质疑，使他们带着疑问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小组内



的学生在比较中品读，在品读中有所感悟，形成见解。使学
生明确小女孩看到大火炉、烤鹅、圣诞树、唯一疼她的奶奶
时是幸福的，说明她渴望得到温暖、食物、快乐与疼爱。而
幻想过后的小女孩是不幸的，特别是她幻想的没有寒冷，没
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学生汇报时，
配以多媒体演示加深体会，加强理解。教学中既有效地调动
了学生的情感参与，又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使他们内
心感悟更趋多元化。

给学生时间与空间进行创作，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用写散
文、写对话、创编歌曲，不仅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同时还
锻炼了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本节课美中不足的是教学内容安排过多，使朗读教学显得有
点蜻蜓点水，不够深入，有些学生只能浅显地感悟句子的意
思，却不能由内容想开去。什么是真正的语文课呢。我想，
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种生活的乐趣，能够丰富学生语言的积
累，能够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展，能够让学生获得一定的学
习方法，也算是一种真正的语文课吧。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六

人教版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学反思《卖火柴的小女孩》是19世
纪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篇杰作。这篇童话记叙了
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大年夜冻死饿死在街头的悲惨故事。
深刻地控诉了当时丹麦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合理性。揭露了专
制社会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小女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通过学习课文的第二大段。学习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从火
柴的光亮中看到种种幻象。从而感受到小女孩的可怜与悲惨。
领悟作者基于现实合理想象的表达方法。

静下来的时候细细反思这堂课。总结了以下几点成功之处、
需改进之处以及困惑之处。



1、创设情景。

激发学生情感创设情境。能激起学生的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
学习欲望。推动教学活动向纵深发展。因此。我们在课堂中。
努力创设情景。上课前。欣赏火柴《天堂片断》。精心设计
开课导语。上一节课。我们从安徒生的笔下认识了这个可怜
的小女孩。在又冷又黑的晚上。在一年的最后一夜。小女孩
还在大街上卖火柴。让我们把思路拉回到19世纪那个寒冷的
夜晚……另外。借助音乐。通过朗读把学生带入到课文的情
景中来。

2、文本对话。

领悟课文内涵《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也就是要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
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情境。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引导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在教学时。能够反复读。一次一次地与文本对话。
领悟课文的内涵。感受到小女孩的悲惨。这篇课文的难点是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
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
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
痛苦的地方去了。我能够引导学生去体会。幻景越是美好。
现实越让人感到悲凉。学生也能领悟到小女孩只能通过幻想
来满足一下她对幸福的渴望。太可怜了。学生在一次次地与
文本对话中。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一次次从美妙的幻想回
到痛苦的现实生活中。深刻体会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悲惨命
运。

3、反复朗读。

升华学生情感在突破难点。领悟课文内涵之后。通过配乐朗
读。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学生深刻的感受到小女孩生活
的悲惨。从而对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1、教学目标的第三点——领悟作者基于现实合理想象的表达
方法。这一点达成度不高。我想。在教学中。如果适时的点
拨一下这种写法。应该会更好。

2、课的结尾可以适当有一些拓展。培养学生的爱心。激发学
生用笔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愿望。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的两大属性。工具性是基础。人文性
是核心。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
生运用语言文字工具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语文的人文
性则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领悟和把握课文中的人文内
涵是开展人文教育的前提。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
虽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上课时如何很好的去操作却很难。总
有一种眼高手低的感觉。所以如何工具性和人文性在语文课
上达到完美统一。教师该如何操作是我在将来的教学中需要
思考的。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七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篇凄
美的经典童话。主要讲述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富人合家
欢乐，举杯共庆的大年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小女孩死了，
嘴角却带着微笑。她擦燃火柴的美好幻想与饥寒交迫的现实
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徒生通过这个童话，表达了对穷
苦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刻同情。在教学本课时，我是这样做的。

1．课文中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的段落结构相似，我选择第五
自然段作为范例进行教学后，再引导学生总结学法，把学法
迁移应用于余下的四次幻象的学习，这样学生学习起来有章
可循，就比较轻松了。

2．在教学中我采取多种朗读方式：自由读、指名读、配乐读、
师生合作读、想象画面读等方式来学习，在理解中朗读，在
朗读中领会，在朗读中升华感情。以读代讲，适时点拨，使



学生走进文本能够深深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浓郁的情
境中努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通过出示天寒地冻、小女孩流落街头的图片，小女孩五次
擦燃火柴的幻象及描写残酷现实的语句，指导学生感情朗读，
通过对比反衬，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激起学生对小女孩的同
情，对旧社会的痛恨之情。

小班男孩女孩教学反思篇八

这篇课文很长，看了看不知怎么去教。

仔细分析：学好一篇课文，首先要读好课文，其次了解课文
内容，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维。最后明白写作方法。

上了三课时，勉强结束。第一节课：了解作者，讲了关于作
者的故事。读课文，了解内容。课文分三大部分，只重点学
习，第一部分。什么季节，谁在干什么？她为什么不敢回家？
读课文体会小女孩的可怜。

第二课时：学习二三部分。小女孩擦着了几根火柴，看到了
什么，表达了她怎么的愿望？让学生说并记在书上。小女孩
死了，作者为什么说她多么幸福？文中出现两次幸福分别指
什么？回答，并记下来。

第三课时：本文写了什么？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让学
生回答，并记下来。学文章的结构安排。大年夜的晚上，下
着雪，小女孩没有卖掉一根火柴，不敢回家。小女孩擦燃五
次火柴看到了什么。小女孩冻死在街头。

从哪里看出小女孩可怜？读文中句子。体会作者的写作方法。
读文中出现的形容词语，量词。学习破折号。提生字。

明天做本课的练习进行巩固。



每节课我都从文章内容，表达中心，写作方法，知识积累等
方面去教课。但总感觉学生学的不扎实，学生动脑筋去思考
的太少，机械记忆多。读书不积极，书读的太少，老师讲的
太多。还是应该多读书。

在讲课时，我还是没有抓住重点，课上的'乱，啰嗦。不明白
学生会什么，不会什么？

每课的目标定的不够明确，不够详细。

明天继续思考摸索如何上好一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