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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颗纽扣教学反思篇一

教材是教学的主要凭借。正确地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是教师
能否进一步正确处理教材的先决条件，也是课堂教学的基础。

《一颗小豌豆》一课讲述了成熟的豆荚裂开了，里面的五颗
豌豆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各奔前程。那粒飞进窗台上裂缝里
去的小豌豆经历，最值得称赞，因为它发芽、长叶、开花的
过程，给窗子里躺着的一个生病的女孩带来了愉快和生机。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通过自主阅读与思考，从中感悟小豌豆
活泼、热情、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呢？这是全文教学的重点
与难点。这是一篇长课文，涉及到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其中，
文章所蕴涵的思想教育的内容又十分深刻，如果在有限的时
间里，面面俱到地进行教学，就犹如蜻蜓点水，造成教学重
点不突出，主攻目标不明确的现象，教学效果自然就不够理
想。因此，对于课文的教学内容要敢于大胆取舍，对一堂课
的教学安排，要善于突出一个重点。文中“就这样，小豌豆
长大了，小姑娘也慢慢地长好了”这句句子内涵容量大，特
别是“长大”、“长好”的过程统帅了文中的一段内容，并
与课文的各个部分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抓住这句话
就可以把全文的内容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一条清晰的主线。
因此，从重点句入手，把理解句子和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有
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从词句到篇章再回到的词句的阅读过
程，它的显著特点是：教学思路清晰，教学重点突出。

由此，我认为：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教师的首要任务就在



于认真钻研教材，区分教学内容的主次，抓住教学重点，提
炼出一条贯穿全文教学的主线，让教学内容活起来。

一颗纽扣教学反思篇二

《一颗小豌豆》是世界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写的一篇童话故
事。它讲的是一颗小豌豆陪伴一位病重的小姑娘，使小姑娘
逐渐康复的事。表现了小豌豆的乐于助人的精神。

这个故事内容浅显易懂，若在平日的随堂课里，只需给学生
列一个这样的阅读提纲：1.本文主人公是谁？2.文章讲了主
人公的什么事？表现了什么？组织学生进行充分讨论，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因为考虑是“空中课堂”，又没有学生，
因而就不能采取讨论的形式了，又顾虑收看“空中课堂”的
不单单是学生，还有一些不熟悉课本内容的观众，因而就想
尽可能让观众熟悉课文内容。问题一个接一个设置，只为了
让学生一段不漏地反复地读课文，结果是把简单的内容复杂
化了，重点部分倒显得不够突出了，板书也显得有点多此一
举了。究其原因，顾虑太多，违背了文本的简单通俗的编写
意图。

自认为本节课对形近字、多音字的处理还是突出了一
个“精”字。本篇课文中可列举出的形近字不止一组，多音
字也不止一个。若在平日，必定会一一列举出来，惟恐学生
记不牢，也不管是新增的还是旧学的。考虑到“空中课堂”
时间紧凑，因而在处理形近字、多音字时作了取舍。形近字
精选了一组，多音字精选了一个。形近字放在了板书课题一
环节中，既自然又巧妙，更让人印象深刻。对本文新增的多
音字“蔓”字，我有意把它单独列举，就此一字，反复巩固，
学生记住它并不是难事。总结经验，考虑了课堂的有效性，
学会了取舍。



一颗纽扣教学反思篇三

第三颗懒洋洋的小豌豆被小男孩放进玩具枪里，“砰”的一
声射了出去。它飞呀飞呀，飞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它想：这是哪里啊？怎么这么大？不管了，让我先睡上一觉。
于是，它就在大草原上睡了起来。春天到了，树枝吐出嫩绿
的小芽儿来了，小草也从土地里钻出小脑袋来了，小豌豆也
睡醒了。于是，它慢慢地，慢慢地发芽、长叶、并且开出了
美丽的小花儿。路过的牧民们都说：“多么美丽的小花儿
啊！”小豌豆身边的小草也说：“是呀！真美丽，真美
丽！”小草们争先恐后地要给小豌豆做朋友，小豌豆却斜着
眼睛傲慢地说：“你们这些绿色的小矮子，谁愿意和你们做
朋友啊！”小豌豆的话传到了风伯伯的耳朵里，风伯伯非常
地生气。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猛地一吹，一下子就把小豌豆
吹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人间仙境”。

那里四季如春，漫山遍野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儿。小豌
豆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地傲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发觉：这里的花朵儿都比它要美丽。小豌豆很嫉妒，但
是也很想和它们交朋友，于是，它对它们说：“花朵儿们，
我想和你们交朋友，你们愿意和我交朋友吗？”但是，花朵
儿们就像小豌豆回答小草们那样回答它：“你长得那么丑：
只有一根藤，还没有花骨朵儿，我们才不要和你这样的丑八
怪交朋友哩！”小豌豆很伤心，并且开始反省自己：我之前
不应该那样对待小草们的，就是因为我的傲慢，我才失去了
那么好的一群朋友！我真对不起小草们呀！它下定决心，要
改掉傲慢这个坏习惯！从那以后，它对待其他的植物很谦和，
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美丽了：不仅开出了许多五颜六色的花朵
儿，而且还长出了饱满的果实。

一颗纽扣教学反思篇四

《一颗小豌豆》是一篇略读文，这篇课文主要是让学生通过
理解，体会小豌豆用自己的长大满足小姑娘的愿望，帮助小



姑娘战胜病魔的信心，表现小豌豆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下
面是为大家准备的一颗小豌豆教学反思，希望大家喜欢!

一颗小豌豆教学反思范文1

《一颗小豌豆》是小学语文三年级第五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这篇文章讲述了小豌豆希望能给人们做件好事，终于在发芽、
长叶、开花的成长过程中，给屋内患病的小姑娘带来愉快与
生机的故事。

文章文字清新，意味无穷。使人不由自主地随小姑娘心情的
变化而变化，随小姑娘病情的好转而欢乐，不由自主地因小
豌豆的善良和爱而生敬佩之情。小豌豆的爱不惊心动魄，不
荡气回肠，但却润物无声，自由流淌。然而童话究竟怎样教?
怎样才能保留童话自身的味道?在本节课，我试图让学生通过
学习进一步了解童话的特点：童话里充满幻想的故事;童话里
孩子般的语言;童话里真、善、美的主旨等等。那么怎样才能
达成这个目标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朗读。富有童趣的语言，善
良的人物，很容易吸引儿童，打动童心。通过反复朗读体悟，
调动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让学生读出自己的真情
实感，走进故事，走近人物，领悟主旨。

在教学生读：最小的一颗呢?它想了想说：“我可不想飞到太
阳里去，也不想跑得很远很远。不过，也不能光想着睡觉啊。
我要是能给人家做件好事，就高兴了。”我先请学生分读五
颗小豌豆的理想，变化着读，把间接引语变成直接引语。在
角色扮演中体会小豌豆和其他兄弟的理想完全不一样，然后
在齐读中让学生边读边思考这颗小豌豆有什么心愿，你感觉
它是颗怎样的豌豆?同时从这句顺利引出下文所学内容即：小
豌豆是如何治好小姑娘的病，再次默读第11-19小节完成表格。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完成交流表格后，由老师引读第11-19小节，
从朗读中学生们感受到小女孩能从一个病榻中慢慢站立起来，
重新获得快乐，动力来源于小豌豆的不断向上生长的活力。
读着，读着，一个有热情，有爱心，喜欢助人为乐的小豌豆



便清晰地在学生的脑海里浮现了，同时学生也领悟到童话大
师安徒生写这篇童话的意义——唤起对生活的热爱，感受人
间的真情。

当然，备课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当理想的设计落实到现实
的课堂，这才发现其中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本
文重点的突破，还需要教师设置有层次的问题引导学生感悟
和体会。

一颗小豌豆教学反思范文2

本课选自冀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本单元是一
组文学单元，其文化主题是“走近安徒生”。

这篇课文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讲述了一颗小豌豆希望能给
人们做件好事，终于在发芽、长叶、开花的成长过程中，给
屋内患病的小姑娘带来愉快、生机的故事。全文虽无一个爱
字，但读后却有一股清新的气息萦绕，有一丝从心底自然生
成的感动，让人回味，使人不由自主地随小姑娘心情的变化
而变化，随小姑娘病情的好转而欢乐;不由自主地因小豌豆的
善良和爱而生敬佩之情……小豌豆的爱不惊心动魄，不荡气
回肠，但却润物无声，自由流淌。

围绕本单元的文化主题“走近安徒生”以及本课作为起始课
这样的思考，教学的整体设计没有定位在对这篇课文的理解
与感悟上，而是定位于以这篇童话为“引子”—— 让学
生“走进安徒生童话，走进安徒生”。

因此，整个教学是紧扣“用童话温暖人生”这一涵义深刻的
话展开的。此句在教学中作为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先后出
现了三次：

——教学伊始。引出安徒生后，出示这句话让学生品读。初
步感受。



——学完课文后。学生对课文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再结合以
往的阅读经历去体会此句，学生的认识将会加深。

——拓展阅读时，出示安徒生其他资料后。让学生欣赏安徒
生创作的绘画、剪纸等作品，了解安徒生的创作经历，再次
出示。目的是让学生的理解进一步升华：这句话是对安徒生
童话的诠释，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这节课我有以下收获与体会

1.三次诵读，次次深入，升华学生情感。

在教学中，我紧紧围绕“用童话温暖人生”这句赞誉安徒生
的话展开了教学。对于此句我设计出现了三次，这三次的诵
读一次比一次深入，使得学生的理解从模糊开始，然后渐渐
加深，最后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2.咬文嚼字，瞻前顾后，注重语文本色。

语文教学不能丢掉语文本色。在教学中，我注重学生的词句
训练：“颗”字的对比教学，主要内容的概括训练，语言表
达能力的培养等等，处处流露出语文的本色，体现着我力求
回归语文本色的教学理念。

另外，对于中年级的学生来说，应该开始培养他们抓住重点
语句、关键词语感悟语言的能力了。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抓
住对小豌豆的描写反复品读，并且采用“瞻前顾后”的方法，
把小豌豆与小女孩紧密相连。尤其在品读“春天到啦，树枝
该吐出小芽儿来了，小草儿也该从土里钻出小脑袋来了，那
嫩绿的颜色该有多美呀!”一句时，我紧紧抓住“该”字不放，
让学生比较、想象、换位，步步深入，扣动心弦，使学生的
情感达到高潮。

3.多种媒体，声情并茂，拓宽语文空间。



本课教学中，我引入了现代信息技术，力图实现与语文教学
的整合。依据教学的需要，我适时地加入了课件，这些课件
起到了激趣、创情、品文、拓展的作用。多媒体课件绚丽的
色彩，动听的音乐，直观的比较，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一颗小豌豆教学反思范文3

《一颗小豌豆》是一篇略读文，这篇课文主要是让学生通过
理解，体会小豌豆用自己的长大满足小姑娘的愿望，帮助小
姑娘战胜病魔的信心，表现小豌豆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教
学时，我以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读书和心灵交汇为主要教
学形式，以读为主线，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读中体会。主要
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情景创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导入新课时，我联
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借助生动的小故事创设一定的情景，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学习氛围中去。

2、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学时，我大胆放手，让
学生自主读文，自主识字，自我发现，大胆质疑，又让学生
说出自己的独特体验，引导学生在小组合作交流中共同探究、
解决疑难。

3、注重学生想象力、创新精神的培养。为了发展学生的思维，
教学中我提出了假如你是小姑娘，你会对小豌豆说什么?这一
开放性的问题和“学编故事“这一拓展性作业，让学生充分
展开想象的翅膀，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对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此，我认为：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教师首先要抓住教学
重点，突破难点，在创新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一颗纽扣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讲述了一颗小豌豆希望能给
人们做件好事，终于在发芽、长叶、开花的成长过程中，给
屋内患病的`小姑娘带来愉快、生机的故事。全文虽无一个爱
字，但读后却有一股清新的气息萦绕，有一丝从心底自然生
成的感动，让人回味，使人不由自主地随小姑娘心情的变化
而变化，随小姑娘病情的好转而欢乐；不由自主地因小豌豆
的善良和爱而生敬佩之情??小豌豆的爱不惊心动魄，不荡气
回肠，但却润物无声，自由流淌。

围绕本单元的文化主题“走近安徒生”以及本课作为起始课
这样的思考，教学的整体设计没有定位在对这篇课文的理解
与感悟上，而是定位于以这篇童话为“引子”——让学
生“走进安徒生童话，走进安徒生”。因此，整个教学是紧扣
“用童话温暖人生”这一涵义深刻的话展开的。此句在教学
中作为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先后出现了三次：——教学伊
始。引出安徒生后，出示这句话让学生品读。初步感
受。——学完课文后。学生对课文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再结
合以往的阅读经历去体会此句，学生的认识将会加深。——
拓展阅读时，出示安徒生其他资料后。让学生欣赏安徒生创
作的绘画、剪纸等作品，了解安徒生的创作经历，再次出示。
目的是让学生的理解进一步升华：这句话是对安徒生童话的
诠释，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节课我有以下收获与体会：

1、三次诵读，次次深入，升华学生情感。在教学中，我紧紧
围绕

“用童话温暖人生”这句赞誉安徒生的话展开了教学。对于
此句我设计出现了三次，这三次的诵读一次比一次深入，使
得学生的理解从模糊开始，然后渐渐加深，最后有了深刻的
理解和感受。

2、咬文嚼字，瞻前顾后，注重语文本色。语文教学不能丢掉



语文本色。在教学中，我注重学生的词句训练：“颗”字的
对比教学，主要内容的概括训练，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等等，
处处流露出语文的本色，体现着我力求回归语文本色的教学
理念。另外，对于中年级的学生来说，应该开始培养他们抓
住重点语句、关键词语感悟语言的能力了。在教学中，我让
学生抓住对小豌豆的描写反复品读，并且采用“瞻前顾后”
的方法，把小豌豆与小女孩紧密相连。尤其在品读“春天到
啦，树枝该吐出小芽儿来了，小草儿也该从土里钻出小脑袋
来了，那嫩绿的颜色该有多美呀！”一句时，我紧紧抓
住“该”字不放，让学生比较、想象、换位，步步深入，扣
动心弦，使学生的情感达到高潮。

3、多种媒体，声情并茂，拓宽语文空间。本课教学中，我引
入了现代信息技术，力图实现与语文教学的整合。依据教学
的需要，我适时地加入了课件，这些课件起到了激趣、创情、
品文、拓展的作用。多媒体课件绚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
直观的比较，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的
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