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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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反思本课的教学工作!尽管有一些收获，但也存在这不足：比
如生字的指导方面，由于课堂读书时间长，写字知道没有进
行，而是放在第三节写字课指导。以后我会更加合理安排时
间，在有效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在本次教学中，通过收集关于秋天的词语、句子、诗，欣赏
画面，品读词句，背诵积累，实践体验等方法使学生体会秋
天的美好，感受课文的语言美，从而产生对秋天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通过本课的教学，我有一些体会：

1.教师引述：老师这儿有几幅图画，同学们想欣赏一下
吗?(《语文园地二》习作要求：画一幅秋天的图画，并把它
按一定顺序写下来)

2.教师一一出示有关秋天景色的几幅图画，选一幅图画让学
生按一定的顺序，用平时积累的词语来说一说，然后生生评
价。

3.同桌相互介绍自己的画，师生评价。

因为是学生自己作品，这本身就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再播放舒缓的音乐，学生直接感受秋的情境。我从唤起学生
已有生活感受，激起学生情感需要入手，让学生容易走近文



本，愿意走近文本，接受美的感染，为整节课铺设一个“美
的基调。学生结合平时积累的语言，说一说有关秋的词语和
古诗。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新课改反复强调：“教师是用教材，而不是教
教材。高明的教师，在于能通过教材上例子，巧妙地与学生
的生活实际联系，让学生到广阔的生活中去学习。在生活中，
学生无时无地不在运用语文，学习语文。将课堂与生活相联
系，用联系的观念来处理教学，教学必然由单元走向多元，
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浅薄走向厚重。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的
开放性、选择性、适应性的特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带
着自己的文化积淀，去分析、理解和把握教材。根据学生经
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树立大语文观、大课堂观和新教材
观，把语文教学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不要隔断语文
教学的生活地联系，让语文回归生活，让语文教材成为心中
的活教材，这就是我对落实《语文课程标准》，正确处理教
材，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的思考。

把同学们的思路从山野引向人们，从丰收的景象引向丰收的
原因，对勤劳的人们的赞美之情，油然而生。

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反思本课的教学工作!尽管有一些收获，但也存在这不足：比
如生字的指导方面，由于课堂读书时间长，写字知道没有进
行，而是放在第三节写字课指导。以后我会更加合理安排时
间，在有效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在本次教学中，通过收集关于秋天的词语、句子、诗，欣赏
画面，品读词句，背诵积累，实践体验等方法使学生体会秋
天的美好，感受课文的语言美，从而产生对秋天的喜爱和赞
美之情。通过本课的教学，我有一些体会：



1.教师引述：老师这儿有几幅图画，同学们想欣赏一下
吗?(《语文园地二》习作要求：画一幅秋天的图画，并把它
按一定顺序写下来)

2.教师一一出示有关秋天景色的几幅图画，选一幅图画让学
生按一定的顺序，用平时积累的词语来说一说，然后生生评
价。

3.同桌相互介绍自己的画，师生评价。

因为是学生自己作品，这本身就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再播放舒缓的音乐，学生直接感受秋的情境。我从唤起学生
已有生活感受，激起学生情感需要入手，让学生容易走近文
本，愿意走近文本，接受美的感染，为整节课铺设一个“美
的基调。学生结合平时积累的语言，说一说有关秋的词语和
古诗。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新课改反复强调：“教师是用教材，而不是教
教材。高明的教师，在于能通过教材上例子，巧妙地与学生
的生活实际联系，让学生到广阔的生活中去学习。在生活中，
学生无时无地不在运用语文，学习语文。将课堂与生活相联
系，用联系的观念来处理教学，教学必然由单元走向多元，
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浅薄走向厚重。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的
开放性、选择性、适应性的特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带
着自己的文化积淀，去分析、理解和把握教材。根据学生经
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树立大语文观、大课堂观和新教材
观，把语文教学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不要隔断语文
教学的生活地联系，让语文回归生活，让语文教材成为心中
的活教材，这就是我对落实《语文课程标准》，正确处理教
材，开发利用语文课程资源的思考。

把同学们的思路从山野引向人们，从丰收的景象引向丰收的
原因，对勤劳的人们的赞美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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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教学目标：

1、了解秋天的景色特征，感受秋天大自然的美。

2、学会本课的几个生字，会读多音字“行”，理解“墙报、
桂花、香味、成熟、帮助、叔叔”等6个词语的意思。

3、会用：桂花、小草树叶果园”等词语各写一句反映秋天景
色的句子。

4、仿效例句，用“先……再……又……还要……”的顺序说
话。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能读出课文中的全部生字，重点学生“墙熟报”3个生字，
理解;“墙报叔叔”的意思。

3、理解第一段课文，并能正确朗读。

教学过程：

一、启了谈话，揭示课题。

2、冬冬画了一张秋天的图画，今天我们学第8课《秋天的
画》。



3、看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归纳：a、谁画了这张秋天的画?

b、画中还画了些什么?

c、为什么要画这张画?

二、听录音，初步感知课文。

1、带着这三个问题听录音。

2、说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3、学习“墙报”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两个字?“墙报”指
什么?

三、初读课文，自学生字词语。

1、划：划带有生字的词。

2、读：读带拼音的生字及组成的新词。

3、记：看田字格记字形。

4、数：这篇课文有几段，标上序号。

5、想：a、生字在课文中的意思。

b、从插图的哪些地方乍出这一幅秋天的画。

c、秋天的画画了些什么?

四、检查自学情况。



1、认读生字。

2、认读词语，理解部分词义。

叔叔：叔父;称呼跟父亲辈相同而年纪较小的男子。

3、读准多音字：行做量词时读hang,做动词时读xing

4、初读课文。

a、自由读课文。

b、课文分几段来写的?指名分段读课文。

c、看图说说为什么说这是秋天的画?

d、“秋天的画”画了些什么?

e、齐读课文。

五、巩固字词。

1、读生字卡片。

2、写出带有下列偏旁的字。

3、写出下列字的偏旁。

帮收()闻()

六、书写指导。

七、课堂作业。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理解“桂花香味成熟帮助”四个词语的意思。

2、能用“先……再……又……还要……”的顺序说话。

3、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认读生字。

助的部首是什么?叔的部首是什么

2、多音字组词。行：xing()hang()

3、认读词语。

4、课堂作业：

二、学习第一段。

1、为什么“我”要画这张秋天的画呢?齐读第一段，边读边
想。

2、指名回答，用”因为……所以……”的句式来回答。

3、“画什么呢?”这句话是谁问谁?像这样的句子人们哪里学
过?应该怎么读?(读出自己问自己的语气)练读(自由读;指名
读;评价;指名读)



4、齐读第一段。

三、学习课文第二到五段。

1、“我”在这张画里画了什么，听录音。过听边想，划出有
关的词语。

2、用”我一()、()，还画了()和()。”来说一说。

结合板画理解

3、“我”画这些景物的顺序是怎样的?轻声读2——5段，
用“。”圈出表示先后顺序的词来说说我画了什么。(自由
说;指名说;同桌互说)

(1)闻到了桂花的香味。

(2)不像夏天那么绿了。

(3)小白杨飘下了几片金黄的叶子。

(4)红星在闪烁。

重点理解“成熟”一词，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苹果成熟了?

5、指导有感情发朗读句子，秋天的景色多么美丽，金黄色的
桂花，金黄的树叶，闪烁的苹果，我们朗读民时要读出赞美
的语气，读出丰收的喜悦。

四、学习第6段。

这一段讲了些什么?

五、巩固练习。



1、有感情地齐读课文。

2、用“先……再……又……还要……”说说我画的过程。

六、小结：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了秋天的景色，还学会了
用“先……再……又……还要……”来说话。

[第三课时]

课时目标：

1、进一步感受秋天大自然的美。

2、用”会用：“桂花、小草树叶果园”等词语各写一句反映
秋天景色的句子。

3、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抽读生字。

2、认读词语。

3、用“先……再……又……还要……”说一句话。

二、指导背诵。

1、听录音2——5段，学生闭上眼睛，边听边想，“我”画了
些什么，这些景色是怎样的美丽。

2、背诵2——5段。



3、自由准备背诵全文。

4、同桌互背;指名背;齐背。

三、总结。

春夏秋冬在自然界中各有各的景象，春天的景色很美，秋天
的景色也很美，所以我画了这张秋天的画贴在墙报上，让同
学们都能感受到秋天大自然的美。

2、课堂作业。

3、你还能说哪些有关秋天的景象?(枫叶红了;大雁排着队伍
往南飞。)

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1、在老师的指导下能读出长句子中停顿和自然段间的停顿。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把握作者的感情。

2、体会诗歌优美的意境。使学生了解秋天的特点，懂得秋天
是丰收的季节，感受到秋天的美。

3、揣摩、品味本文优美的语言。

4、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

二、重点难点

1、体会诗歌优美的意境。

2、揣摩、品味本文优美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深层意
思。

三、教材分析



《秋天》是何其芳于三十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优美的抒情诗。
诗人用情味深长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
面，三节诗组合成三幅既流动又整合的秋天意象，抒发了对
秋天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四、学情分析

一年四季，各具风韵，秋天亦有她独具的风味，作者描绘了
三幅秋天图画，写了一个别样的秋天。灵动的的语言、优美
的画面，把学生带入了一个优美的意境。学生自学，就能品
味出文中的清静、明媚、快乐。这首诗的内容简单易懂，所
以教学的重点是通过反复诵读，在读中理解诗意，体会情感，
品味语言。

五、课前准备

（1）课前布置学生预习课文，写出生字并正确注音。

（2）师生合作制作秋景图的图片或课件。

（3搜集有关写秋的美文或诗词。

六、教学方法。

诵读法，讨论法，想象法，比较法。

七、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国著名女诗人秋瑾诗中写道“秋风秋雨愁煞人”，宋玉也在
《九辩》中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秋天是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秋天
是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是王维的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秋天是“碧云天，黄叶地”。



在我国文人墨客的眼里，秋天往往是忧伤的，凄婉的，令人
惆怅的。不过也有一些喜秋颂秋的诗章，如刘禹锡就有“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
情到碧霄。”今天在诗人何其芳的眼里秋天也有绚丽的色彩，
丰收喜悦。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秋天，去感受一个别样的
秋天。

（二）感知课文

1、师配乐诵读诗歌，生一边听读一边欣赏大屏幕展示的一幅
幅秋景。

2、资料助读：作者简介。何其芳（1912―1977），现代散文
家、诗人、文艺评论家。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州一个
守旧的大家庭。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汉园集》
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
报》文艺金奖。

3、齐声诵读。师作朗读指导：重音的处理。

4、指名朗读。

a、生读，全班同学找出每一诗节的中心句。（生回答后）明
确：全诗依次描绘了三个场景的秋天。

b、生再读，全班同学闭上眼睛听读，脑海中想象一幅幅秋天
的画面。以培想象能力，深入领会诗的意境。

5、小组合作：a一人朗读，其他三人点评得失。然后小组内推
选一名同学在班内举行朗读比赛。

（三）问题探究，品味赏析

（1）三个场景分别是怎样的图画，想像每幅画面中人物的身



份、活动、心情，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你喜欢的一幅图画，并
说说为什么喜欢这幅图。

（2）这首诗歌写的是“乡村秋景图”，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来呢？

因为露珠、冷雾、白霜，表明秋天的天气特征；提到农家：
稻香、镰刀体现农家特色；有秋虫低鸣：蟋蟀声使田野更辽
阔；溪水干涸、更清冽，暗示这是在秋天。

（3）诗歌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感情？你喜欢这首诗吗？为什么？

对秋天的喜爱、赞美之情。．

（4）学生研读全诗，说出最喜欢这首诗的哪些？句子并谈谈
理由。

品秋，体现阅读的个性化，旨在使学生在交流中既锻炼口语
组织能力，又互相启发，加深理解和感悟。

7、师小结，生回顾。看大屏幕上一组秋景图，配乐齐声诵读
全诗。

（四）拓展延伸

1、比较阅读。资料：（美）狄金森《秋景》。比较此诗与课
文的异同。

2、欣赏品评。资料：沙白《秋》。谈谈认识：你认为哪个词
句最生动？

3、资料交流。交流展示课前搜集的关于秋天的美文。

（五）课堂小结



1、概述课文内容

《秋天》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乡村秋景图。诗中各幅小画
面，以及画面的各个意象和谐统一，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
清静、清远、清柔的特点无一不达到极致。诗不长，只有三
节，每一节独立构成一幅画面，将幽谷、农舍、渔舟、牧羊
女……诸多景致皆收于笔下。

2、写作技法

（1）语言生动、形象、凝练

（2）构思新奇、虚实结合

二年级金色的秋天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学习目标：

1、理解、积累“栖息、寥阔、枯涸、清洌、梦寐”等词语。

2、有感情地反复朗读并背诵全诗。

能力目标：

1、结合具体的语境和全诗的意境，品味诗歌意味隽永的语言
美和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

2、把握诗歌意境，感悟诗人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解读、鉴
赏诗歌意象的能力。

教育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

课时安排：1课时



学习方法：朗读；自主、合作、探究

课前准备：组织学生认真预习《秋天》文章内容；查字典解决
“读一读、写一写”的词语注释和加点字的读音等问题，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课前3分钟：检查上节课的作业

（二）、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领略了朱自清先生那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春天，
感受了老舍先生那温晴的冬日，体验了梁衡先生那充满张力
的夏季，今天，我们再一起去感悟秋天的气息。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走进作者

2、教师范读，学生完成下列工作：

a、字音挑错

b、用“/”画出每句诗的朗读节奏。

c、何其芳的《秋天》给我们描绘了那几幅画面？

4、作者抓住了最能体现乡村秋天景色的事物来刻画秋天，所
有这些画面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对秋天的喜爱和赞美）

5、品读探究：

a、为什么说只“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似的影子”，到底收



起的是青鳊鱼还是乌桕叶？

b、诗的第二节“秋天游戏在渔船上”。是谁在游戏？为什么
说是“游戏”？请你谈谈“游戏”写出了怎样的情景（“游
戏”的可以是渔民，可以是小船，也可以说是秋天在和人和
船在游戏。写出了渔民在秋天那种愉快悠闲的心情。）

c、“那满流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是什么意思？课题不是
《秋天》吗？这里为什么写夏天呢？（点出那是夏天特有的
景物。而笛声的不知踪影，却暗含着秋天已经来临。）

d、“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一句中作者用了“梦寐”一词。
作者用它要表达或者预示什么呢？（对美好秋天的期盼和丰
收的喜悦的心情）

6、三幅画面能否打乱，为什么？（不能，因为它体现了人们
在面对丰收时特有的心理和情感上的体验。）

7、朗读

（四）、布置作业：

1、用何其芳的《秋天》中所描绘的乡村秋天特有的景物，按
自己的喜好，写一写我们理解的秋天。

2、预习《古代诗歌四首》内容；查字典解决“读一读、写一
写”的词语注释和加点字的读音等问题；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五）、板书设计：

秋天

何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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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乐）（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