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 枫树上的喜
鹊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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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枫树上的喜鹊》是部编本第四单元课文。本文讲了小作者
喜欢站在枫树下看喜鹊一家，由喜鹊一家的叫声中，想象到
的喜鹊妈妈和喜鹊宝宝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儿童的奇思妙
想。

在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中，有一个主要的语文能力的培养――
运用学到的词语，把想到的画面写出来。二年级第一次关于
想象的能力训练，要求是：展开想像，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
第二次关于想象的能力训练，要求是：读句子，想画面。这
三次要求，由易到难，螺旋上升。意识到这一点，真庆幸自
己成为第一批教新教材的老师，每一个能力训练点，都符合
着学生的发展，为我提供了教的方向。

拿到这篇文章的第一感觉，真的很好玩，孩子们一定会喜欢
读这个故事。再细品下，文中可讲的点很多。词语“葱郁、
遮蔽、渡口”是什么意思？文中的作者喜欢的是什么？课文
运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从哪里可以看出“我”的快乐？
同样是喜鹊的语言，为什么有的地方用到的是感叹号，有的
地方用到的是逗号？作者看到、听到、想到的分别是什么？
生字词的教学也不能放手吧……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后，
课文最应该体现的教学目标不见了。我迷茫了――文章中的
字、词、句、段、篇个个要讲，又要突出主题，怎么
办？――舍！有舍才有得。语文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



在于，语文课要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能力，语文课必须要有
语文味！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枫树上的喜鹊》是部编本第四单元课文。

首先以猜谜语，引入本课主题，学生提出问题。学生提问题
的环节，也是在之前学习新课的时候，加以引导，今天学生
发言很精彩。

在检查字词环节，将“加一加认字法”，“减一减认字法”，
“形声字认字法”加以应用，在开火车检查字词环节，学生
没有一个出现错误，学生的学习效率很高。教生
字“姨”、“母”这两个字，对听讲不用心的请到讲台写生
字，学生没有一个正确。第二个字“母”，学生直接全部写
对。学生直接吸取经验，自我调整，是个好方法。

学生带主问题“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非常喜欢枫树上
的喜鹊？也恰恰围绕这个主问题，学生学习的别有一番趣味。
结合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适时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板
书。围绕四处“我喜欢”进行板书。为什么喜欢枫树上的喜
鹊，进一步追根究底，继续适时板书。

另一个学生比较喜欢的环节，是学生学习单一的“鹊”声，
却有不同的感情。这个环节，我现在黑板上写了这两句
话“我喜欢樱桃。”“我喜欢樱桃、草莓......”让学生发
现不同，感受标点的作用。然后结合意思，让学生多次练习
对话。这样的练习，还是集体的效果好，单个学生读，多少
会对自己的感情有点收敛。

对话讲完了之后，这是说的.，所表达的意思是学生想的，出
示山冈图，让学生理解山冈，引出这是看到的。最后一个自
然段是“我真高兴啊！”结合板书：我真高兴......结合思



维导图，进行创作小诗。

高效而快乐的一堂课！

备课的过程，相比于之前少了很多。一看教参，二边看边写
教案，三结合课件进行整理。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枫树上的`喜鹊》是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课文，
本文介绍了枫树上喜鹊一家的故事。通过“我”的创造性想
象，把喜鹊一家的生活描写得其乐融融、有声有色，让我们
感受到了童真童趣，表达了作者对动物、对大自然的无比热
爱之情。故事情节简单，语调活泼，富有儿童诗意，符合儿
童的心理特征和阅读接受能力。

上课前，我认真专研教材，吃透教材内容，根据本班学生的
情况，用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尽心
尽力上好这一课。一节课下来，可喜的收获如下：

一、课前妙招，激发学习兴趣，能更好的组织课堂教学。

我知道，要让低年级的孩子好学，有求知欲，最好的办法就
是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我也知道低年级孩子好动，没有好
的办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是不会认认真真参与到教学活
动中来的。因此为了达到让孩子在课堂中能自觉守纪，能积
极与老师互动，参与课堂学习。我就课前剪好一些孩子们最
喜欢的大红花，把这大红花取了富有创意的名字，如“纪律
花”、“勇敢花”“智慧花”等，并在课前三分钟亮出大红
花，对孩子们说出获取这个大红花的要求，孩子对这节课的
学习兴趣一下子就调动起来，教学过程中，我都能及时的
把“勇气花”、“智慧花”整节课堂，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高，气氛很浓。



二、实施目标教学，有的放矢，顺利完成教学要求。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起点，它决定着课堂教学内容的，也
决定这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教学活动过程，为了让学
生知道这课到底学什么，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采用目标
教学作为导向，在教学活动前让学生读教学目标，理解教学
目标，并在课前、课中、课后，教师都要引导孩子围绕教学
目进行标思考和行动，通过这次的教学实践，的确有助于课
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三、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丰富的想象力。

这是一篇的童话故事，作者采用了拟人、比喻等手法叙述的，
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
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
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的说想象力是
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这让我明白在教学中培养孩子的
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节课，我借助这样教学内容，
精心创设教学方法，让孩子发现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并以此
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一：应该抓住“喜欢”这个核心词语，多读多体会。

因为本课是一篇简单易懂的童话故事，生词和难懂的词语，
句子很少，所以教师应该少讲解，而是应该以学生多阅读，
多体会为主，而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喜欢”的程度不
够，读的量不够。

二：课文的主线要明确，课要重点突出，简单明了。

主线：因为喜欢，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快乐。



因为“喜欢极了”，所以“我”才会想象出喜鹊们的一连串
的有趣的故事：唱歌，做游戏，学拼音，看日出……也是因为
“喜欢极了”，所以喜鹊们快乐，我也就高兴，它们的一举
一动我都“懂得”，我们心心相印，互为知音。课文渗透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

主线明确了，就应该抓住核心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深情
地体会和有感情的朗读。而我却抓的点太多，比如讲比喻句，
拟人句，相似词语替换，恰恰反映出课的重点不突出，把简
单的课上复杂了。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多读多体会就好，少
讲解。否则，课堂气氛活跃不起来，教学效果不理想。

三：通过高启山主任现场示范教学，我看到了我与名师的差
距有多大。

课后，我意识到我没有讲出童话应该有的美感，自己在引导
孩子体验“喜欢极了”方面做得不到位，于是我向高主任表
达了想让他亲自上一会儿课，我想看看高主任是如何引导孩
子读书和进行情感体验的，高主任欣然答应。高主任抓
住“喜欢”和“喜欢极了”让孩子反复读，对比读，问问题
时采用请教孩子们的语气“是吗？”“真的是这么回事
吗”“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呀？”……激发孩子们认真思考的
热情，孩子们回答问题的积极性顿时高涨。后来，高主任又
利用身边的情境进行拓展教学，他让孩子们来到窗边，观察
窗外的丁香树，问：“春天来了，谁来说说丁香花有了什么
样的变化？”“你们喜欢它吗？”“它会和你说什
么？”“你在心里叫它什么？”“你有什么话要对它说？请
大声说出来。”孩子们在他的引导下，深深的体会到了“喜
欢极了”这种感情，我想虽然高主任只给他们示范了十五分
钟，可是比我的四十分钟他们更享受这个课堂。

我想，这才是开心的课堂，享受轻松快乐的课堂，学生轻松，
老师也轻松。而我的课堂恰恰是我累，学生也疲劳。



“把课上简单”一直是高主任在平时培训中对我们老师的期
待，不论低，中，高年级都适用，而我们老师爱犯的毛病恰
恰是抓的点太多，无效问题太多。

树和喜鹊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核心提示：一：应该抓住“喜欢”这个核心词语，多读多体
会。因为本课是一篇简单易懂的童话故事，生词和难懂的词
语，句子很少，所以教师应该少讲解，而是应该以学生多阅
读，多体会为主，而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喜欢”的程
度...

一：应该抓住“喜欢”这个核心词语，多读多体会。

因为本课是一篇简单易懂的童话故事，生词和难懂的词语，
句子很少，所以教师应该少讲解，而是应该以学生多阅读，
多体会为主，而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体会“喜欢”的程度不
够，读的`量不够。

二：课文的主线要明确，课要重点突出，简单明了。

主线：因为喜欢，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快乐。因
为“喜欢极了”，所以“我”才会想象出喜鹊们的一连串的
有趣的故事：唱歌，做游戏，学拼音，看日出……也是因
为“喜欢极了”，所以喜鹊们快乐，我也就高兴，它们的一
举一动我都“懂得”，我们心心相印，互为知音。课文渗透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