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大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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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篇一

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是整篇文章的中心段、总起段。

学习完课文后，我提出问题：这篇文章哪些段落具体地写了
大自然的`的声音?

学生一下就回答出：2—4自然段具体地写了风、水、动物的
声音。

学生想了一下便说：2—4自然段是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的。

我相机表扬他们很会动脑筋，并告诉他们，第一段就是这篇
文章的中心段，而它又是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所以它又
叫总起段。

接着我又告诉学生，这篇课文的2—4自然段中还出现了总起
句和中心句，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学生的求知欲被激发了，
他们积极地读着课文，思考着，一下就找到了中心句、总起
句。学会这种写作手法。这篇课文语段优美，要让学生把2--
-4自然段流利有感情的背下来。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篇二

我发现了自己需要改进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一开始的温故知新环节，此环节设计意图是想感悟诗
意，检测学生前一节课学习情况和概括能力。不过学生还不
在状态，我的调动还不到位。一两个学生后，状态恢复，回
答和朗读渐入佳境。

其次是经验不足，第二个教学目标没有全部完成到位。只抓
木兰形象，忽略分析本诗的'语言美、音韵美。并且没能实现
在课上讲本诗背诵下来。

我还要多花心思，继续实践eepo模式，让课堂变得更扎实，
而不只是一个花架子!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篇三

上完这堂课，体会有三：

1.朗读课堂上学生朗读课文常常“不打心里过”，这样的朗
读不仅使阅读流于形式，而且会削弱学生自己思考问题的能
力。这时教师不妨变换一下方法，由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课
文，而让学生闭眼倾听，放飞想像的翅膀，在聆听教师朗读
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地体会课文的意境，这样有益于培养学生
的理解、感悟能力，让学生真正走进大自然，体验大自然，
发现大自然，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2.个性化课标中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达到既定
的教学目标外，还应该尊重和鼓励学生有个性化的想法和体
验。有学生提到大自然中有蚊子嗡嗡嗡的声音，对于这样的.
回答，老师的反应大概一般是不满意的，而我在教学中，非
但没有否定学生的回答，反而鼓励学生有独到见解，并且指
出大自然中并不都是美妙的声音，同时也有不悦耳的声音，



鼓励学生说真话，说实话，并引导学生大胆想像，以童心看
世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引导学生联想与延伸，如果仅仅停留于让学生聆听教师朗
读和复述课文中的提到的声音，那么这堂课算不上成功。成
功的课堂应该对课本进行超越与升华。在课堂中，我以课本
为出发点，并且跳出了课本的限制，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
翅膀，从而让学生去感受更多的大自然的声：雷公公、冰雹、
大公鸡、小青蛙……这些都是课本中所没有提到的。这样一
来，学生既拓展了学习空间，又可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可
谓一举而多得。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篇四

这是一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课文。我在教学时，引导学
生入境、想象、美读、感悟，让学生真正地走进大自然，体
验大自然，发现大自然，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大自然的声音真的是美妙无比的。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在
森林里演奏手风琴；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喜欢玩打击
乐器；动物也是大自然的歌手，在快乐地歌唱。这些熟悉的
声音围绕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相伴，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
写这些声音，让这些声音通过语言文字的意象传达给我们与
平时听觉上不一样的奇妙感受。文章遣词造句生动，修辞手
法多样，是学生品味语言、积累语言的极好材料。

教学中让孩子们唯有把声音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感
受同样是风，同样是水，声音却是那么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每一片叶子不同的声音，微风的轻柔，狂风的雄壮……把这
些放在一起来用心倾听，细心品味，那份美妙的感受会直击
心房，让人流连，让人陶醉。感受的方法是多样的，读是最
主要的`方法，读出声音的变化，联系生活实际体验感悟也是
很重要的方法。感悟生活中更多的大自然的美。



这篇文章的教学中，我还注重指导学生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
方法。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是整篇文章的中心段、总起段。
学习完课文后，我提出问题：这篇文章哪些段落具体地写了
大自然的声音？学生一下就回答出：2—4自然段具体地写了
风、水、动物的声音。我又继续追问：那课文中的哪一段是
概括地写呢？学生很快就发现了第一自然段。我启发学生思
考：第一自然段和2—4自然段是什么关系？学生想了一下便
说：2—4自然段是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的。

我相继表扬他们很会动脑筋，并告诉他们，第一段就是这篇
文章的中心段，而它又是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所以它又
叫总起段。接着我又告诉学生，这篇课文的2—4自然段中还
出现了总起句和中心句，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学生的求知
欲被激发了，他们积极地读着课文，思考着，一下就找到了
中心句、总起句。

分享：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篇五

身为一名到岗不久的老师，我们都希望有一流的课堂教学能
力，对学到的教学技巧，我们可以记录在教学反思中，那么
教学反思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篇课文把大自然中的风，水，动物比作音乐家和歌手，通
过形象、生动的声音描绘大自然中那美妙的音乐，让人对大
自然油然而喜爱之情，那声音是那样的美妙。

课文在构段结构是总，分，在段落中也是以这种结构来写的。
全文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在二，三，四自然段中分别介绍
了大自然中的三位音乐家。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有很多的写作
方法值得讲一讲。一是文章的结构方式总分总的结构，可以



让孩子们仿写。二是第二自然段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方法，让
孩子们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微风与狂风的不同，孩子们会记
住这种写作方法。三是运用了顶真得写法，让孩子们在阅读
中去发现这种写法的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学写，相信
大部分孩子以后会运用这写法。四是第四自然段运用了排比
的写法，在次复习排比句的特点，让孩子们记住必须是三个
或三个以上的句子排列在一起，才是排比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