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 小学二
年级语文黄山奇石教学反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篇一

读着《黄山奇石》，惊叹于黄山的神奇，也惊叹于大自然的
伟大。那些惟妙惟肖、趣味横生的奇石，不是神话，是大自
然的创造。我们仿佛被作者带到了景色秀丽神奇的黄山。我
们似乎并不是在阅读课文，而是站在黄山的一个观景台上，
美美的欣赏着那些奇石，拍下一张张奇石图。仙桃石、猴子
观海、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每一幅图都是一
个神奇的童话。

黄山奇石有趣，作者写得也有趣，一块块本无生命的石头，
被描绘的胡灵活现，呼之欲出。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让学
生充分地读，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感悟、理
解和体验，使其受到感情熏陶，获得思想启迪，积累优美语
言，享受审美情趣。

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篇二

黄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本文写的是黄山的一绝------奇
石。作者选择了一些形状奇特的石头，根据它们的名称展开
想象，给黄山奇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由于班中小朋友
都没有去过或见过黄山，所以我先向大家介绍了一下黄山的
地理位置和最著名的四大景观，让学生从整体上有一个了解。
然后通过播放课文动画，听课文录音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文章



介绍到的“仙桃石”、“猴子观海”、“金鸡叫天
都”、“五老奔天都”等石头的形状以及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通过媒体图片，为学生创设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情景，通过看、
听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千姿百态的黄山奇石，激发学生对峻美
壮丽的大自然的向往，也激发了他们学习课文的热情。

自主识字仍旧是我们目前的教学重点，在字词教学时，我放
手让学生在小小组内进行自学，让他们用各自的好办法来识
记生字，学生们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有的用加部首，有
的用换部首，有的用猜字谜等方法以熟字带生字，既形象又
便于记忆。在教“昂、朝、抢”时我用做做动作的方法让学
生来理解字的含义。教学“陡峭”时用图片来帮助理解，效
果较好。

在教学课文的主要内容时，我采用了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小节读一读，并说说喜欢的理由，打破了常规的顺序教学，
而是随机地以学生的回答来组织教学段落的顺序，让学生读
读自己喜欢的小节，讲讲喜欢的理由，同学们互相补充互相
借鉴来完成学习任务，体会奇石的奇妙之处。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文的篇幅较长、生字教多，在字词教
学时花费的时间多了些，所以到课文最后一部分时间就显得
比较仓促。在设计教案时准备让学生学着课文的样子，照样
子简单地说说其他几块石头，可是由于时间关系，这部分内
容就只能留到课后再做了。对于新教材，由于是“新娘子吃
汤团-----头一遭”所以在教材的重点、难点的把握，教学内
容的分析，教学方法的使用等等方面都不甚疑惑，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篇三

《黄山奇松》一课，是一篇描写大自然美景的佳作。课文采
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黄山奇松



美不胜收的各种姿态，抒发了作者对它们的赞叹之情。在教
学本课时，我抓住黄山奇松的“奇”让学生来理解课文。教
学目标定位好后，如何让学生在读中体会黄山奇松的美和奇，
成为了本节课教学的重点。那么，如何突出教学重点呢？我
是这样教学的。

一、以读书为主线。

苏教版小语教材特别注重“读”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把朗读作为学习语言行之有效的方法。阅读教学中要
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培养语感。在本节课的教学中，首先我要求学生自由读，
然后让学生深入学习迎客松，通过课文插图感悟文中“枝干
遒劲”的意思，利用课前收集到的资料，让学生理解“饱经
风霜”的意思，同时引导学生体会迎客松的奇，在此基础上
再指导学生细读品味，读出感情，使学生的情感与作者的情
感产生共鸣。接着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描写陪客松和送客
松的句子。这样，通过以读代讲，以读促思，让学生在读中
理解课文内容，在读中体会情感。

二、重视图文结合。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每篇课文都有插图，插图的内容都和课文
有一定联系，是一种不错的资源。在《黄山奇松》这篇课文
中有三张插图，我从网上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三大奇松及其他
黄山奇松的图片，将之放大。在教学中，我是这样巧用插图
的：

1、让学生看迎客松图和送客松，仔细观察他们的枝干，理解
词语“遒劲”、“蟠曲”等词语的意思。

2、让学生看图展开丰富的联想，出示自己搜集到的黄山奇松
的集锦图，让学生模仿书中的句式，看图说话、写话。这一
系列环节都巧妙地将图与文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的



想象能力，提高了他们说话的能力，通过他们的想象说话、
更好地挖掘课文的深刻内涵，理解黄山松的奇。

三、注重迁移运用。

由模仿到创造，由完成老师设计的“形成性”作业，到主动
运用于说、写实践，并积极向课外语文活动延伸，这是苏教
版在注重迁移运用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在本节课的教学中，
我在课上还安排了仿照第二自然段描写三大名松的写法描写
其它黄山松，这也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写作迁移运用，进行写
的训练。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本节课的不足之
处还有：在朗读的教学环节教师只是在一味地指导学生朗读，
并没有进行示范的朗读或录音带朗读，没有起到示范的作用。
教学环节的设计上是按照课文的写作顺序展开的，在教学三
大名松的环节，我在想能不能分组来学习三大名松，然后小
组选成员来汇报，给学生以更大的讨论交流的空间。总之在
不断地反思中完善自己的教学设计。

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篇四

在这节课上，我首先让学生自主选择探究内容，选择自己最
喜欢的奇石研读，然后根据学生的爱好，如有的同学喜欢朗
读，有的同学喜欢抓重点句体会句子蕴涵的意思等等。鼓励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学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汇
报自己的学习成果。在这节课中，学生用感情朗读、画、抓
重点词、动作表演等形式来表达自己对课文的理解，他们的
兴趣很浓，产生的效果也非常好。

注意学生的诵读。我在课上首先让学生范读，然后用“谁能
比他读得好”引起学生比一比的兴趣，激发读的动力，我还
用配乐读以及齐读等的方式，以优美的旋律感染学生，以悦
耳的声音打动学生，以动人的感情激励学生，使他们跃跃欲



试，急于参与，急于体验，急于模仿，达到了我让学生“想
读”的目的。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在教学中，老师应当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去思考、进行交流讨论以及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学习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

二年级黄山奇石课后反思篇五

低段教学以识字为主，但是我们的识字教学往往在字音、字
形上下苦功夫，忽略了对字意的理解。而学生阅读能力的起
步，就在于对字意的理解，组字成词，连词成句，只有先读
懂字词，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句子。阅读能力的培养，就是在
低段的解字词中逐步提高的。我们的解字词的教学，不能依
赖于“词语手册”等辅助书，作为教师，我们要善于利用文
本资源，让学生在语言环境中感悟词语的意思，像“奇石”、
“怪石”、“奇形怪状的石头”，，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有效省时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从字理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许多汉字都是有造字规律的，只
可惜我们都不是字源学家，所懂得的字理知识有限。但是有
一些很常见的，而且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合理的字理解词的方
法是可以一用的。像本教学片段中的“胳膊”和“脖”三个
字，我们就可以像学生渗透“月”字旁的意义，这样就能帮
助学生有意识字，并且初步掌握一些识字解词方法。中间有
个小疏忽，忘了讲“脖”的右边部分了，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