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 三年
级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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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本单元的课文讲的是几位名人的故事，但课文所展示的不是
他们作为名人的丰功伟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课
文通过具体的.事例展示了那些名人在平凡的小事中不平凡的
一面。课前，我让学生搜集有关这些名人的资料，课文教学
中以列宁和小男孩你喜欢谁为主线，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抓
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体会人物的心理，感受作者的写
法。学生能够从文章中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文章内容。在教
学第一段时引导学生了解作者抓特点写灰雀的方法。这篇课
文教学中着重引导学生抓住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心
理活动。孩子们通过抓重点词句，体会到了高尔基对孩子的
关心与爱护，也体会到了小男孩的聪明、勇敢、对工作一丝
不苟。续写很成功，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小男孩会回来，并成
功完成了拍摄任务。学生续写非常成功，想象丰富，语言优
美。实践证明，给孩子一个空间，它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本单元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还比较好，但是课前预习做得很
不好，没有几个人去查找搜集资料，以后在这方面还要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这单元的习作是写一个熟悉的人，大部分学
生掌握了写作方法，条理清楚，知道通过具体的事情去写人，
也有一部分学生不知从何着手，东一句西一句，语句表达不
清，线索混乱，需要好好加强练习。



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本单元四个小故事意在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矛和盾的集合》告诉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汲
取别人的优点集于自身，扬长避短。在教授本文是应顺势让
同学谈一下自己最欣赏的同学的优点，并向他们学习。

《科利亚的匣子》告诉我们时间在流逝，一切都在发生着变
化，我们要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陶罐和铁
罐》《狮子和鹿》则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得学会正确的评价自己。

寻找每篇课文的训练点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是培养语
文素养的基本手段。本单元的训练点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我
选择了以下几点：

1、听在单元过关时，词语关与朗读关由评审团负责评价，锻
炼认真倾听的习惯。

2、说内容关意在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与表达能力。由于本单
元课文内容浅显，主题思想明确，我的教学重点在于围绕中
心展开讨论，交流自已是否有过相同的经历，或如何看待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进行“说”能力训练。

3、读不仅要读正确流利，还要读出自已的感受与理解，这就
需要精读与品读。在精读引领环节，我让孩子们找出自己喜
欢的句子，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1）用词准确生动，如动词的运用、四字词语的使用。

（2）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语言生动。

（3）它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我觉得这是语言鉴赏能力训练
的初始阶段，时间长了，孩子们也就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品



读课文了。

4、写在品读《科利亚的匣子》一文时，我抓住科里亚埋匣子
的一个细节进行写作指导，用恰当的动词来描写清晨起床情
节，效果较好。

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本单元中，由于本人年龄原因，因此，我对教学工作
从不敢怠慢，认真学习新课程理念，深入研究教育教学此文
转自方法，虚心向同事们求教，因为我知道课程是一种实践，
只要用心钻研、探索、反思、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语文融入
到孩子们当中，变成孩子们的笑脸，变成学生愉快的学习，
变成学生更真实的发展。新课程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变成
一种真实的、动态的、发展的现实。

一、学生在“玩”中学语文，体验学习语文的快乐。

在识字方面，这一学期学生学习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学习
利用汉字的表意特点来分析字形，并对认字方法有比较系统
的归纳整理，学生基本上都学会了运用不同的认字方法来独
立识字。在教学中，我还注重将学生引领到生活当中去识字，
激起学生识字的极大热情。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整体识
记生字，提倡个性化的识字方法。让学生寻找出自己认为最
有效的识字方法，通过不断的求异，激活学生思维，“玩”
出价值。如“闯”字的识字，有的学生说：“这是一只马跑
进门了。”“不是，这是马儿被关住了失去了自由，想冲出
门到外面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的学生说：“这是”门“跟
门有关系，就是冲进门或冲出门的意思”……一个字有多种
识记方法：看字形认字、跟据部首猜字义等等，学生在发散
思维的'“玩”中学得快乐。再如用画画的方法记一记会意字；
将所学的字、词贴在家中的实物上“复现”；将课外识记的
字剪一剪、贴一贴，制成“小报”；在班级中评选出“识字
大王”等方法、活动都为学生识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玩”



法。

二、在写字方面

我把写字当作美的鉴赏对象和陶冶高尚情操的工具，一直强
调学生把字写得正确、工整、规范、漂亮。

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第七单元课文以教予学生一些思想方法为主题。

《矛和盾的集合》发明家通过集合矛和盾的集合发明坦克，
告诉大家谁能把矛和盾的优点集合在一起，谁就是胜利者。
我们要多集合各项事物的长处，多学习别人的优点。

《科里亚的木匣》通过科里亚埋木匣、挖木匣，经过思考得
出道理。它告诉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要用发
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陶罐和铁罐》《狮子和鹿》都告诉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自己
和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要尊重别人，与人和睦
相处等。

这些道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应当作为行动指南的，也不光
是教育孩子，我们成人也是要不断反思成长的。

在教学中，这些主旨是都在学生口中、脑中是走过的，而且
不只是一两遍。不过在学生的发言和反应中，我感觉孩子们
没有真正入脑、入心。发言的孩子就那么几个，发言的'内容
也是相对简单而且用语匮乏的。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能体
现这些思想方法的可能只有点点星末。

课堂的教育能做的真的很少，不过要能做足了也是很容易在
孩子的这个年龄种下好种子的。这就要我们不断探索，把课



堂变得更加高效而有价值。

三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1、学会在生活中寻找习作素材，记录真情实感，学会与人分
享。

2、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做到语句通顺。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体会成就感，让学
生真正喜欢上写作。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互动设计）

一、再现生活

1、话题导入，让学生回忆近期开展的探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这一活动。

（学生回忆）

2、引导学生选择出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说给小组里的同学听，
请他们提意见。

（学生在自由交谈的氛围中进行学习）

二、描述生活

1、指名同学在班内把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介绍给大家。

（学生倾听、评价）



2、介绍同一传统的同学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说说从哪几个
方面介绍。

3、指导整理写成一篇文章。

三、回味生活

1、指导学生在小组内互相批改，提出修改意见，学生根据所
提的意见进行修改。

3、选取优秀作文，加以评价，发现带共性问题，适当指导。

（学生主动参与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

【让学生在互评过程中语言和思维能力得以提升。】

四、创造生活

1、把自己的习作介绍给更多的人，做一名祖国文化的传播者。

2、班里选出优秀习作，形成文集。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体会成就感，让学生真正喜欢
上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