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奶奶进城教案反思 奶奶最喜欢的
铃儿教学反思(精选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一

本期，学校非常强调“3+1”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老师不光
要讲，还要给学生充分练的时间。结合本期教研员对本册教
学的要求，语文学科不仅课堂上要让学生充分地说，而且还
应落实到笔头上，完成由说到写的转变。

为此，从开学以来，我一直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以《奶奶最喜欢的铃儿》一课为例，在讲授新课时，我结合
日积月累的第三题让学生进行仿写。练习仿写这个句子的目
的是引导学生学习在一个句子中写出人物的动作与语言，而
前面的动作描写与后面的语言描写都为了表达同一情感，从
而使句子更生动。

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更好的掌握这个句式，我在让学生充
分朗读例句的前提下，我先出示叙述动作或叙述语言的句子，
让学生补写另一半，以此来扶学生一把；然后再提供了一些
语言环境拓宽学生的思路；接着放手让学生独立完成这个句
式；最后在学生充分练习说的基础上，我再让学生动笔写下
来。由于有了这种阶梯式的练习，大部分学生很快掌握了这
个句式。

但在这个由说到写的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一是虽然老
师考虑到了由浅入深的练习，但是拿到一个句式时首先应让



学生学会去观察这个句式的特点，发现其中的规律，而不是
盲目地让学生去朗读句子；二是时间掌控上还不到位。由于
前面说得较多，导致后来留给学生练习写的时间太少，在今
后的教学中还应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二

《奶奶最喜欢的铃儿》这篇课文是一篇描写奶奶与孙女之间
的感人的故事。文章语言朴实，字里行间都流淌着浓浓的爱
意，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范文。文章在奶奶和冬冬这一
老一小有说有笑、有问有逗的对话中，将浓浓的亲情浸透其
中。文中没有提及“爱”，确处处流淌着“爱”。

当孩子们提笔写和家人之间的小故事时，孩子们记录的那一
件件平时生活中“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习以为常”的小事
竟感动了我。“亲情需要用心经营”这是作家鲍尔吉.原野说
的，确实！

就是在这一件件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的.累积下，让那浓浓的
亲情不断的流淌。虽然有些同学在描述的时候语言还不够精
炼、遣词造句还不够精美简练，但孩子们是真正的融入了文
本，在和文本文本对话后，产生了对人生的独特认识和感受，
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内在的情感无需包装，孩子们将心中
的“亲情”直接展露出来——诚挚而美丽，让爱在课堂流淌。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三

我刚参加工作两年就迎来了课程改革实验。这是难得的机遇，
也使我面临重大的挑战。课堂教学以什么形式才能够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发展潜能，展示
自我？怎样鼓励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多看，多想，多说？下
面谈一件教学中碰到的“意外事”及我的处理。

《燕子妈妈笑了》讲的是小燕子观察冬瓜和茄子有什么不同



之处，目的是培养学生认真的习惯。为了使孩子们有个直观
的印象，除了在黑板贴上冬瓜和茄子的图片外，我还去了菜
市场购买实物。我很快买到了柄上长小刺的茄子，但冬瓜都
是切成一块一块卖的，没有整个的。正发愁着，那边一位大
娘说：“姑娘，我这儿有。”跑过去一看，这个冬瓜有一米
来长，有三四十斤呢，而且表面很光滑，什么细毛都没有。
我问大娘，这冬瓜上面怎么没有细毛？“现在是春季，没有
那种带细毛的冬瓜，要到了秋天打了霜以后才会有带毛的冬
瓜。再说带毛的冬瓜是以前的旧品种，现在也不种了。”我
只好买个表皮上没细毛的冬瓜让孩子观察，再把没有细毛的
原因告诉学生。

第二天语文课上我让学生观察冬瓜和茄子的区别，有的说它
们一个大一个小，一个青一个紫。杨光上来了，满脸自豪地
说，这个茄子的柄上确实有刺，这个冬瓜皮是光滑的没有细
毛。这下全班哗然了。我正准备解释这个冬瓜为什么没有细
毛，就见王宇飞的小手举起来了，说：“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皮上有细毛的话就会扎手，就没人买了，所以卖冬瓜的
叔叔就把细毛刮掉了，把它擦的干干净净，就特别漂亮
了。”孩子心里竟然有这么奇妙的想法。王雨萧说：“春季
的冬瓜是不长毛的。”杨国兴说：“我叔叔告诉我现在的冬
瓜品种就是不长细毛的。”呀！他们竟然把答案都说出来了，
把我的担忧一下解决掉了。别的同学也由衷地把掌声送给了
他们。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

这是本课最后的一个教学环节，各个小组拿出准备好的两种
蔬菜，观察它们的差异。王仕牧小组观察的是西红柿和西葫
芦。只见王也治同学拿起了笔在画，把不同的外形画出来，
这个做法真不错，我正想夸夸他。哪知道杨丁博同学忽然拿
起西红柿咬了一口，说：“我知道西红柿可以生吃，酸酸的，
甜甜的，西红柿里面是红的，而且有些小籽儿。而西葫芦是
不能生吃的。”她说完别的同学都笑了。这个西红柿是用来
观察的不是用来吃的，怎么能咬一口呢，我一下就火了，正
想批评她，又一想，课改特别关注学生的自我探究，自我体



验，她刚才是从品尝味道这个角度来说的，而且还发现了西
红柿内部的奥秘，同时指出了西红柿和西葫芦在吃方面的不
同之处。于是我改变了主意，请她将品尝结果告诉全班同学，
同时我说：咱们班的同学比小燕子观察的还仔细认真，不仅
看到它们外形的区别，还能从品尝味道来说出其他的区别，
可真棒。学生们把羡慕的眼神投向杨丁博，她却不好意思的
低下了头。

下课后，我想，如果我没有在课前去找冬瓜，没有发现现在
的冬瓜表皮上已经没有细毛了，上课时，要是有孩子给我提
出来，我肯定会批评他的。这就给我一个启示，新教材所涉
及的某些内容必须亲自实践、体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机会，使我不断的提高自己，充实自己。这节课的教学真让
我明白了，有时候学生的行为并没有按老师的设计意图来进
行，此时老师要善于从中发现潜在的闪光点，使他们的个性
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老师帮他们找出进步的因素，让学
生不断地积累成功的体验，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很棒的，从
而对学生充满了兴趣，对自己增长了信心。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四

我在执教的小学语文一年级语文《燕子妈妈笑了》第二课时
时，在课堂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燕子妈妈笑了》一课
讲的是燕子妈妈让自己的孩子三次去观察茄子和冬瓜的区别，
小燕子在妈妈的鼓励下，每次观察都有自己的新发现。为了
使学生更好的通过观察，了解两种不同事物的不同，我由此
加入了拓展练习，果园里，什么躺着，什么挂着。到此整个
课堂教学都进行的相当的流畅。学生都能说出果园里的水果
哪些是躺着的，哪些是挂着的。但有一位孩子说榴莲是躺着
的，因为我不知道榴莲是躺着的还是挂着的，我的头一下子
都蒙了，脑子一片空白，所以就没有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

另外，我在教学中太过紧张，导致我设计的说话练习全部没
有在课堂中呈现，比如说：孩子们还能高高兴兴的做什么，



你们能子地干什么？这几个说话练习全部没有做。还有在课
堂中我的应变能力还很欠缺，比如说：我设计的看图找出两
张图片的不同，应该在学完第4自然段之后进行，我在学完第
五自然段才想起来这个环节，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对比两幅图，
调动学生兴趣，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忽略了这个环节。《燕
子妈妈笑了》这节课我注重了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
为本，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语文学习情境，课堂中学生学得
主动、快乐，课堂中的许多游戏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了知识，能力得到了提高。反思
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比较满意：读好课文是课
文学习的关键，怎样读好课文？我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几个
方面：

1、引导学生充分地朗读

课堂上学生的读书过程，是学生和文本交流，感悟语言，从
感悟中掌握语言的过程。感悟必须以充分的读为前提，读得
不充分，就很难有所感悟，熟则能悟，悟则能化。这充分的
读，表现为读有要求，读有层次，读有所导。如：开课伊始，
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想读课文吗？请大家自由地
把课文读一读，一边读一边画出生字新词??”。在课文生字
学习之后，“你们能把课文通顺吗？”

而后，“一共去了几次？每次都看到了什么？”四人小组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引导学生找到相关语句，感受故事
和人物情感的变化，由此在进入熟读环节。

2、引导学生读出书中人物的感受

学生与文本交流，读文品句的情感体验会因人而异。对于低
年级学生而言，要说读书的感受，往往是别人说什么，其他
人就跟着说什么。如何凸现学生读书中情感体验的个性化、
多元化，老师引导尤为重要。如：当小燕子第一次发现冬瓜
和茄子不同时，它的心情怎样？第二次呢？第三次呢？多种



形式的朗读：指名读，评读，范读、师引读、师生合作读，
学生在读中悟情，读中悟理。

识字教学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本节课中，主要采用了
自主合作学习的方式。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遇到不认识的字
借助拼音认读，或者请教同学；然后再由词到字，去拼音认
字等方式。这样就使学生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识字，做到字
不离词，便于理解字词的意思，熟记生字。

在这节课中多次运用多媒体直观形象的优势：导课、识字、
比较观察冬瓜和茄子的异同以及燕子和妈妈的对话等，学生
在较短的时间完成教学任务。

这节课发现自身“牵”的成分较浓，学生自主的空间较少。
在今后的教学中会多加注意。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五

《燕子妈妈笑了》一课，生动地讲述了一只小燕子，在妈妈
的指引下，对冬瓜和茄子进行观察。通过一次比一次认真仔
细的观察，终于发现了冬瓜和茄子表面细微的不同之处。课
文以拟人的手法，循序渐进的让学生懂得，不论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以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课文故事情节生动，语言亲切、
精炼，对低年级的学生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在开放而有创新
活力的语文课堂中，“主导者”应该借助各种教学手段，将
课文的寓意渗透于整个教学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
能力。《燕子妈妈笑了》一课中，“认真”的主题和“观
察”的互动，不但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能很
好地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更多
的知识。针对这节课，我有如下反思：

1、导入部分，由歌曲《小燕子》导入，学生一起唱一唱，演
一演，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学生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
氛围，但歌曲过长，及学生单调的表演动作，占用了过多的



时间。

2、指导朗读，通过创设感情朗读的情境，让学生在创设的情
境中悟读。学生间合作探究，自读自悟，加上教师适地点拨、
指导，学生通过自身的能力，读好小燕子的话，获得成功的
体验。我已制作了头饰，但因时间关系没让学生戴，若在时
间调空上把握好一些让学生戴着头饰去朗读，更能激发学生
朗读的兴趣。

3、课前我已准备好了一个冬瓜和茄子，因时间关系，没有留
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观察。在教学过程中，如有更多的时间
引导学生观察它们的不同，更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4、课后任务设计，让学生再去观察冬瓜和茄子有什么不一样，
旨在帮助学生打开思维，使学生知道，冬瓜和茄子不仅在表
皮上有区别，在内容上或味道等方面，都有区别，也让学生
学会留心认真观察身边的事物。

奶奶进城教案反思篇六

我在执教的小学语文一年级语文《燕子妈妈笑了》第二课时
时，在课堂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燕子妈妈笑了》一课
讲的是燕子妈妈让自己的孩子三次去观察茄子和冬瓜的区别，
小燕子在妈妈的鼓励下，每次观察都有自己的新发现。为了
使学生更好的通过观察，了解两种不同事物的不同，我由此
加入了拓展练习，果园里，什么躺着，什么挂着。到此整个
课堂教学都进行的相当的流畅。学生都能说出果园里的水果
哪些是躺着的，哪些是挂着的。但有一位孩子说榴莲是躺着
的，因为我不知道榴莲是躺着的还是挂着的，我的头一下子
都蒙了，脑子一片空白，所以就没有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

另外，我在教学中太过紧张，导致我设计的说话练习全部没
有在课堂中呈现，比如说：孩子们还能高高兴兴的做什么，
你们能子地干什么？这几个说话练习全部没有做。还有在课



堂中我的应变能力还很欠缺，比如说：我设计的看图找出两
张图片的不同，应该在学完第4自然段之后进行，我在学完第
五自然段才想起来这个环节，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对比两幅图，
调动学生兴趣，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忽略了这个环节。《燕
子妈妈笑了》这节课我注重了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
为本，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语文学习情境，课堂中学生学得
主动、快乐，课堂中的许多游戏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了知识，能力得到了提高。反思
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比较满意：读好课文是课
文学习的关键，怎样读好课文？我在教学中注意了以下几个
方面：

1、引导学生充分地朗读

课堂上学生的读书过程，是学生和文本交流，感悟语言，从
感悟中掌握语言的过程。感悟必须以充分的读为前提，读得
不充分，就很难有所感悟，熟则能悟，悟则能化。这充分的
读，表现为读有要求，读有层次，读有所导。如：开课伊始，
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想读课文吗？请大家自由地
把课文读一读，一边读一边画出生字新词??”。在课文生字
学习之后，“你们能把课文通顺吗？”

而后，“一共去了几次？每次都看到了什么？”四人小组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引导学生找到相关语句，感受故事
和人物情感的变化，由此在进入熟读环节。

2、引导学生读出书中人物的感受

学生与文本交流，读文品句的情感体验会因人而异。对于低
年级学生而言，要说读书的感受，往往是别人说什么，其他
人就跟着说什么。如何凸现学生读书中情感体验的个性化、
多元化，老师引导尤为重要。如：当小燕子第一次发现冬瓜
和茄子不同时，它的心情怎样？第二次呢？第三次呢？多种
形式的朗读：指名读，评读，范读、师引读、师生合作读，



学生在读中悟情，读中悟理。

识字教学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本节课中，主要采用了
自主合作学习的方式。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遇到不认识的字
借助拼音认读，或者请教同学；然后再由词到字，去拼音认
字等方式。这样就使学生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识字，做到字
不离词，便于理解字词的意思，熟记生字。

在这节课中多次运用多媒体直观形象的优势：导课、识字、
比较观察冬瓜和茄子的.异同以及燕子和妈妈的对话等，学生
在较短的时间完成教学任务。

这节课发现自身“牵”的成分较浓，学生自主的空间较少。
在今后的教学中会多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