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 自己试一试
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篇一

其他同学对这个答案深信不疑，回答的答案闹出了笑话。一
个叫伊伦娜的孩子觉得科学家的`话不对，在妈妈的提醒下自
己做了试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明白了科学家的用意。文
章旨在让孩子们通过读课文明白：科学家说的话也不一定是
正确的，凡事要动脑动手，亲自试一试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在教学时，我采用理解重点句子来突破中心的方法，顺利地
完成了教学任务。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反问句。
第一句是妈妈的话：“你既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呢？”我采用重复读，联系上下文读，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
读，并出示句子“我们不该好好学习吗？”让学生理解这类
句子实际上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

孩子们很顺利地理解了妈妈的话的意思：想不明白的问题要
自己去试一试。第二句是科学家最后说的一句话：孩子，为
什么你会认为科学家的话全都是正确的呢？由于有了上一句
理解的基础，这句话很快就被孩子们解决了：科学家的话不
全都是正确的。孩子们把这两句话都写在练习本上，这就是
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为了更深一层地理解，我鼓励孩子们
把这两句话的意思多读几遍，与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说说有什么感悟？课堂上顿时炸开了锅，孩子们都津津有味
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



这节课重点难点部分用的时间并不多，但孩子们理解课文的
深度相当可观。语文课堂的知识点太多，我们不可能一一都
能详细地讲给孩子。在实用的课堂上，我们更提倡抓住一两
个方面讲细、讲深，让孩子们在在学习中有所悟，思想有所
洗涤，能力有所提高。

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篇二

《北京亮起来了》这篇课文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北京绚丽多
姿的夜景，是学生了解我国首都，学习语言，练习感情朗读
的好教材。为了让理性的文字变得感性，让每一个优美的词
句都变成生动鲜活的画面印在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享受到
审美的乐趣，增强对首都北京的热爱之情，我尝试从下面几
个方面入手：

一、抓一条主线

在教学中，我抓住“整个北京城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这句话展开教学，带着学生跟着课文和课件游北京的长安
街、环行路、西单商业街和故宫，整个教学有条理。

二、注重好词好句的积累

《北京亮起来了》的作者不光感叹北京是灯的海洋、光的世
界，而且还把北京的灯光一一描述，文中的好词佳句像华灯
一样，使课文也亮起来了。教学本文时，我借助图片和结合
生活，帮助学生理解“金碧辉煌、灯光闪烁、银光闪闪、光
彩夺目、绚丽多彩”等词语，拓展部分，要求学生用这些词
语说说我们日照的夜景，引导学生运用优美的词语。

三、引导孩子们在读中感悟

本节课中我力图让学生在读中感受首都北京灿烂迷人的夜景。
整堂课上，我让学生全方位的读书，有个人读，引读、齐读、



赛读，小组读，男、女同学分别读等，让学生在读中自解、
自悟。在“读”中领悟词句的意思;在“读”中升华了情感;在
“读”中积累了优美的语言。

四、运用多媒体，理解词句

本课借助多媒体教学，能把难理解的内容展示出来，调动学
生视觉功能，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感官刺激，让学生最大限
度的发挥潜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全方位感知更多的信息，
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在理解：“华灯高照”时，我是这样引
导的：“华灯是什么样的灯?”在学生自由发言后，我出示了
一张长安街夜景图，请同学仔细观察后明白：华灯是装饰得
很漂凉、很豪华的灯，高高地挂着，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再
如理解“长安街上，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
像银河从天而降”时。这句话是个比喻句，为什么把长安街
比做银河呢?学生很难理解。银河对大多数低年级同学来说，
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对这个课文难点，我是这样处理的，
借助多媒体理解完“华灯高照”以后，接着请学生看图引导：
“街上除了华灯以外，还有什么灯?”同学们很容易地找出汽
车灯。我又问：“汽车灯多吗?”“不仅多而且一辆车连着一
辆，速度怎么样?一闪而过;那一盏盏的车灯连起来像什么?”
学生在老师问题的引导下，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脱口而
出：“像星星。”这时再理解为什么把长安衡比做银河就不
难了。在学生仔细观察画面的基础上，老师配于准确生动的
描述，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积累仿写

本堂课虽然基本完成教学任务，基本达到教学目标，但还有
许多地方需要引起注意的，如：应更多地调动学生的各种感
官，让学生在看、读、划、问、说之中学得轻松自如;而且，
对学生们学习方法的指导还不够到位，孩子们自主学习的意
识没有被更好地激发。这些，应作为一些教学教训，一直存
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多从学生角度出发，将课堂还给孩子



们，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篇三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教学的心得体
会可以总结在教学反思中，那么什么样的教学反思才是好的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买文具——试一试》教学反
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处理“淘气买的钢笔比现在文具店里的钢笔每支贵多少
元？”这一问题时，我比较注重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思路的
分析。我是这样设计的：

1.请两位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口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2.学生独立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到的数学信息有哪
几个，后将信息和问题完整叙述，随后全班齐读。

3.学生思考：解决这个问题，要先求什么，再求什么?并找多
名学生回答。

4.列综合算式，并解答。

教学中并没有单纯的讲授记忆除加、除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
序，而是让学生结合解题思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理解
运算顺序的.合理性。

在实际的课堂中，发现因为时间的问题，不能全面的了解到
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这一问题，以练习题最后一道
为例，我把权利放给小组长，他们来负责检查这道题的情况，
并将情况反馈给我。



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篇四

《自己试一试》是小学二年级下册的一篇记叙文，文章讲的
是一个科学家向孩子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盛满水的鱼
缸里放进一颗石子儿，鱼缸里的水马上漫出来了，如果放进
去一条小金鱼，水就不会漫出来，为什么？其他同学对这个
答案深信不疑，回答的答案闹出了笑话。一个叫伊伦娜的孩
子觉得科学家的'话不对，在妈妈的提醒下自己做了试验，找
到了问题的答案，明白了科学家的用意。文章旨在让孩子们
通过读课文明白：科学家说的话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凡事要
动脑动手，亲自试一试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这篇课文，对于正常孩子来说很多词语和句子都不用特意去
理解，而对于聋孩子来说，就有些困难。尤其是我班的孩子
都是来自农村，有许多东西他们都没看到，讲起来就像天书
一样，老师很累，学生不懂。这一课，我在教学时采用实验、
观察，动手做一做的方法来理解句子的意思，很顺利地完成
了教学任务。我先用盛满水的鱼缸放入一颗石子，让学生观
察理解“漫出来”，学生很快就理解了，并调动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接着我问学生：“如果在盛满水的鱼缸里放进一条
小金鱼会怎样？”先让学生进行想象，然后讨论课文里同学
们说的对不对，最后让学生自己把金鱼放进盛满水的鱼缸里，
观察看到的现象，说出答案。这样，学生很快就理解句子的
意思。

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反问句。第一句是妈妈的话：
“你既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我采用重复读，
联系上下文读，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读，并出示句子“我们
不该好好学习吗？”让学生理解这类句子实际上表达的是肯
定的意思。孩子们很顺利地理解了妈妈的话的意思：想不明
白的问题要自己去试一试。第二句是科学家最后说的一句话：
孩子，为什么你会认为科学家的话全都是正确的呢？由于有
了上一句理解的基础，这句话很快就被孩子们解决了：科学
家的话不全都是正确的。孩子们把这两句话都写在练习本上，



这就是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为了更深一层地理解，我鼓励
孩子们把这两句话的意思多读几遍，与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
起来，与实验联系起来，说说有什么感悟？学生就有话可说，
知道凡事要动脑动手，亲自试一试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总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不断的积累学生的生活经验，
把语文与生活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综
合能力。

谁敢试一试教学设计篇五

《动手试一试》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科学家在培养孩子
们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上，煞费苦心。他把一个错误的结
论告诉孩子们，还问孩子们为什么，目的是让孩子们知
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
这一课会带给孩子们很多启迪，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并
从故事中受到启发，唤起学生不迷信权威、不轻信盲从、勇
于实践的意识。

进行教学时，我开头设计了两个问题：动手做做看是谁给我
们的建议?为什么要强调动手做呢?再让学生带着这两个问题
去学课文，由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此时学生学习兴趣倍增，
学习课文就特别投入，效果也较好。而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阅读理解和体验，也是新课改理念
所倡导的。

而后在引导学生懂得道理时，我紧抓伊琳娜和朗志万的'对话：
“您怎么可以提这样的问题，来哄骗我们小朋友呢?”和“我
不是哄骗你们。我是想让你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
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围绕这两句话，有序地引导学生
自主读书、主动探究。学习时，还运用讨论、交流、实验、
评价、点拨等手段，随着课文情节的发展，相机落实各项目
标，解决教学重点，并在入情入境的阅读实践过程中完成难
点的突破。



在阅读对话时，为学生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展示其在角色
朗读中的个性化感悟，并在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和评价他人
的过程中，树立学习自信心，促进学习兴趣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