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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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在执教《童年的朋友》时,我逐步引导让孩子们自己思考,你
曾经和你的玩具有什么形影不离的情景,学生的想象竟超出了
老师想象的空间,"当我乘凉时,我把小熊抱在怀里,和我一起
欣赏月亮里的嫦娥".当我踢足球时我也让他坐在旁边,他举着
双手好似在为我鼓劲加油……教师要做一个牧羊人,把可爱的
孩子们引领到最肥沃的草地上去尽情享受!教师让学生通过"
说"和"读"把感情表达出来,课堂在这激烈的情感碰撞中进入
高潮.

最后,我觉得应该给学生一个"感悟的课堂".把人家的情感如
何变成自己的情感.我在教学课文的第三小节时,我就引导学
生联系自己的实际体会文中的作者与玩具小熊之间的那种真
挚的感情,朗读时孩子们充满着激情,饱含着对玩具小熊无比
的喜爱之情……这样,孩子们自然就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感,同
时也将自己深深地感动.如何把文中的语言加以积累,我设计
了一个说话练习,把文本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

当然,在教学中有很多不足之处,对学生的朗读训练得不够,因
此学生对于文中的重点句读得不够味.我的时间还不是把握得
最好,朗读的次数和深度都没有到位,也是因为有了想面面俱
到的心理.学习环节中最后一个环节,复习巩固来不及完成了.



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河水像一位温柔的母亲，紧紧拥抱着小船。小船在河水妈妈
的怀抱里慢慢地飘游。由此，作者联想到他们像一对母子，
又像一对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诗歌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形式相
近，从内容上相互承接，比喻贴近自然。

诗歌的内容虽然短小、通俗易懂，但如何让聋生理解诗歌的
内容，体会到母与子女之间的平等与关爱仍是个难点。教学
中我采用了表演法。第一小节中我饰演了宽阔的河水，找了
一个学生饰演小船，我抱着小船轻轻地流淌。第二小节中我
饰演了一位妈妈，找学生饰演孩子，我抱着孩子一起玩耍游
戏。通过这样的情境表演，聋生很容易地理解了课文的.内容，
体会到母子之间的关爱之情。我认为这一教学内容是成功的。

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面对孩子们的童言无忌、过分的言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
态去面对，该怎样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用成人的眼光
去呵斥制止，是不加指责、悄然无声地息事宁人，还是用平
和的心态去理解他们的与众不同、还他们个体生命的发展权，
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呢？答案应该是后者。试想如果当时我
一口否定了他们的这份感受，当堂批评文文的做法，那我们
就无法看到他们心灵中的某些亮点，也无法以此为契机，引
导他们达到课文中表达的情感境界，甚至会伤害到文文幼小
的心灵，给其善的一面抹上阴影。我们知道，稚嫩的童心在
还未懂得成人的规矩及做法时，他们总是会及时地含羞地却
又毫不隐藏地展示自己的真情实感。细想一下，文文和莹莹
的表现不正是孩子乐于参与、对所学内容很感兴趣的表现吗？
他们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用自己的言行大胆表现出来，是一
种个性的张扬。作为教师，我们应扯下长期以来禁锢在头上
的尊者的裹头布，做学生个性解放的使者，用一颗平常心，
善待孩子们类似这样的个性化言行，珍视孩子们的独特感受，
保护好孩子们的积极性。



同时，用心去理解孩子的思想，用心去体验孩子的心灵，给
予孩子们一个表演的舞台、思维的空间，还他们全天候的心
灵自由，让他们自信地去说、大胆地去做。

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黄山奇石》这篇课文即有抽象概括的描写黄山景色秀丽神奇，
又有具体形象的描写仙桃石，猴子观海等4种奇石。作者形象
生动语言文字极具感染力地把祖国的黄山奇石描写得活灵活
现!对在校的学生来讲，很少有人到过黄山，没见过黄山那种
变化多端，形态各异的奇石，大多数学生缺少对黄山的直接
经验，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借
助电化教学手段，声情并茂，生动形象地强化学生感知，努
力学懂这篇课文。

如果说，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那么想象则是维系美丽
花朵生命的源泉。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注意通过看图和模
拟表演来创设想像思维的情境，引导学生掌握想象思维的方
法，如品味猴子观海时，我引导学生说说图中的猴子指的是
什么?海又指的是什么?学生很快发现，猴子是指山顶上想猴
子的一块巨石;海是指山峰间像波浪一样翻滚的云雾。显然人
们把这两种景象融为一体，称为猴子观海。这本身已充满了
想象的色彩，接着我又让学生细读重点句，从中找出抱着蹲
望这些描写动态的词语，以及一动不动这个描写静态的词语，
品味想象的意境。我让学生观看多媒体，自己描述看到的景
象。有的说：这只蹲在山顶上的猴子被翻滚的云海惊呆了。
有的说：这只猴子被眼前的云海吓坏了。还有的说：这只猴
子望着翻滚的云海在沉思。这时我抓注时机，让学生将自己
看到、想到的情景进行即兴表演，把图中景物，由语言变为
动作。以此激发兴趣，强化想象思维。在此基础上，我通过
谈话进一步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如果这不是一只石猴，而是
一只真猴，面对翻滚的云海，它会想到什么?这是课堂立刻活
跃起来，有的说：它会想，我要是孙悟空踏着云彩飞过去见
观世音有多好。有的说：我要是会游泳，跳下去游个痛快。



还有的说：我要是长出翅膀，飞到对岸去该多好!就这样，我
引导学生从观察入手，创设了想象思维的氛围，使学生的思
维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其次，新课改要求教师要有一颗慧心，做写作资源的开发者。
于是，我在指导学生品味奇石的基础上，增加看图联想，给
其他怪石起名字，写奇石这一环节，学生在与小组讨论交流
之后，加上先前的语言积累，通过儿童特有的思维，写出了
比文中更具有童真童趣的话语。如：有的学生写道：两只张
牙舞爪的大狮子，你争我夺的抢着一个漂亮的绣球。再比如：
一只雪白的天狗蹲在山头，呆呆的望着银盘似的月亮，它心
想，我怎么把他吃掉呢?一位漂亮的仙女，端坐在平台上，聚
精会神地弹奏一支美妙的乐曲。这一环节也使学生他们的个
性得以舒展，灵感得以释放，语文课堂真正成为了他们可以
尽情想象和创造的乐园。

现在，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要让学生注重对文本的感悟。
重感悟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地去想
象。还应该相信学生的能力，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把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思考留给孩子。这将是我今后努力的
方向。

折小船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本节课，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动手，找到制造小船的关键。让
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本课教材安排了5个活动内容，为了更
有效利用时间，我对教材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把“用橡皮泥
造船”和“哪艘船装载的货物多”合并为“橡皮泥小船制作
比赛”，把原教材“船的发展史”和“船的展览会”合并作
为第二个教学内容，而把“用其他材料造船”放在最后，可
以比较机动的处理课堂教学时间。

在上一节课《橡皮泥在水中的沉浮》实验时，学生探讨橡皮
泥浮起的原因时，“如何在不借助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如何



使橡皮泥浮起来呢？”这部分我使用的时间较多，所以在最
后一环节“橡皮泥排开的水量的比较”时，时间已不够。在
没有特别强调的情况下，对能浮的形状学生做了探讨，有船
形、碗形、饺子形等等。但在最后一环节排开的水量的比较
上，对能浮的形状1、2、3的比较上，效果不是很理想，只有
个别组的测量数据符合标准，而且只有把橡皮泥捏成上宽下
窄，边缘较薄的形状，效果才明显。由于学生测量时的时机
的把握、数据的读取、形状的设计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制约
下，这部分实验基本上以体验为主。所以，本节课《造一艘
小船》我分成了两部分来进行。首先，先把上节课的最后内容
“橡皮泥排开的水量”的比较进行，在上节课的动手操作基
础上，学生大概持续5分钟左右可以测量出数据，然后，在对
比总结的理论基础上，发现“沉的形状排开的水量少，既浸
入水的体积小；浮的形状排开的水量大，既浸入水的体积
大”，在理论的指导下。如何让小船载重量大，那么关键就
在于浸入水体积的大小了。从而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小船载重
比赛进行完了。

第二个环节利用实物投影仪向学生介绍船的发展史，使学生
了解船的由来及变化。并让学生了解我国航空的现状，同时
进行思想教育。

不足之处是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展示自己造的小船时，没有
进行细致的评价，学生介绍的不详细，显得有些仓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