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过桥教学反思(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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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桥教学反思篇一

《我们成功了》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二年级
语文上册第三组课文中的一篇课 文，本组教材是围绕“爱祖
国”这个专题编写的。通过对本组课文的学习提升孩子们的
爱国 情感及民族自豪感。这篇课文主要描写了20__年7月13
日，北京申奥胜出后，历史的瞬间成了欢乐的永恒，中国人
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运梦。作家肖复兴也难以抑制心中的
喜悦及激动，写了这篇《向往奥运》，全文表达作者申奥成
功后的兴奋与激动，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这篇文章语言晓畅，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对学生进
行朗读训练，陶冶情操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所以我在上这
节课时所定的研究主题是"如何进行低年级阅读教学",主要是
想通过引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情感。
但在上这节课的过程中感觉到，我这堂课的设计存在和多问
题，总感觉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根本没有进入文本
中。课下我也进行了反思，通过老师们的评课，我知道了问
题所在，首先我把这节课阅读教学的目标拔得太高，所以设
计了很多问题，试图把学生引导我的思路上来，没有给学生
留够自主学习和体会阅读的时间，使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这
一目标没有达到。这次的研讨课，每节课都订了研讨的主题，
我的这节课主要是研究低年级的阅读教学，但是可得一开始
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生字的复习上，致使后面的教学时间
有些不够。我们现在的教学提倡课堂的高效性，我的这节课



有些环节出现了无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节失败的课。在以
后的教学中应该多考虑，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
们在课堂生高效、快乐的学习。

有一位教育家说过：给学生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丽
的舞蹈。课堂是什么?课堂是激情燃烧的动感地带，是他们求
知创造、展示自我、体验成功的舞台，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
方。学生们潜力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
的舞台。

为了打造好这个平台，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

1.充分相信学生，使学生乐学、会学，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人。我们都知道，如果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满足的话，就会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所以在课堂上，我
努力创设轻松、自由、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让孩子们的
思维在无拘无束中发展、飞越、撞击。

3.“生活处处皆语文”，我努力实现“大语文”的教学观，
注意课内的积累和课外的引伸拓展。因此在教学中，我引导
学生学习课文、感悟语言的同时，把学生的目光牵引到课外。
让他们学会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大事。因此，课前我们谈到
了刚闭幕不久的雅典奥运会，课后我又建议学生去收集有关
奥运会和有关北京的资料，进一步拓宽学生的语文知识，提
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和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

过桥教学反思篇二

《兰兰过桥》教学反思 《兰兰过桥》这篇课文篇幅较长，课
文又是一篇融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知识性课文，向我们
介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通过这两座
桥反映出科技的飞速发展。面对这样的课文，要正确流利的



读完课文是一个难点。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我引导孩子做充
分的预习。采用了同桌之间每人读一段、小组分角色朗读等
方式多遍朗读。

在初读的基础上，我教学时引导孩子从文章的整体入手，先
让孩子找到兰兰过了哪几座桥？再引导孩子自己读课文，看
看哪几段是写兰兰过潜水桥？哪几段是写兰兰过塑料桥？接
着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进行练读，这样学生才能很快地
抓住桥的特点来学习课文。我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抓住重点
句子，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通过反复朗读，欣赏图片感受，
实物展示，学生对于桥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另外设计了造
句、设计未来的桥来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和想象能力，
孩子们得到了充分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

悟语言文字的美。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们的积极性
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乐于学习，乐于参与。

整堂课下来，我觉得学生对于有关科学的课文总是显得很感
兴趣，所以我请学生们课后想想“未来的桥会是什么样
呢？”学生们显得比较兴奋。我想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定都
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未来之桥。也希望学生的创新欲望在学习
中得到保护和发展。

学生的朗读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有的学生朗读做到了
正确流利，但是感情朗读还不太到位；有的学生还把握不好
用怎样的语气来读；有的学生不能很好的表现自己领悟到的
感情，模仿他人的较多，而自己的体会感悟的表现较少等。
学生认真倾听的能力需要加强。以上几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
加强注意，把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真正落到实
处。

范文一

《兰兰过桥》这篇课文篇幅较长，课文又是一篇融科学性与



趣味性为一体的知识性课文，向我们介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
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通过这二座桥反映出科技的飞速发
展。如何引领一年级的孩子学习这样的课文成了我思考的问
题。

面对这样的课文，学生在初读课文时就会犯难，要正确流利
的读完课文是一个难点。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我引导孩子做
充分的预习。采用了同桌之间每人读一段、小组分角色朗读
等方式多遍朗读。在初读的基础上，我教学时引导孩子从文
章的整体入手，先让孩子找到兰兰过了哪几座桥?再引导孩子
自己读课文，看看哪几段是写兰兰过潜水桥?哪几段是写兰兰
过塑料桥?接着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进行练读，这样学生
才能很快地抓住桥的特点来学习课文。我设计小组合作学习，
抓住重点句子，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通过反复朗读，欣赏
图片感受，实物展示，学生对于桥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另
外设计了造句、设计未来的桥来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和
想象能力，孩子们得到了充分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能力的
提高大有帮助。

整堂课下来，我觉得学生对于有关科学的课文总是显得很感
兴趣，所以我请学生们课后想想“未来的桥会是什么样呢?”
学生们显得比较兴奋。我想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定都有一座
属于自己的未来之桥。也希望学生的创新欲望在学习中得到
保护和发展。

但是从课堂中表现出来一些问题，需要重视：

(1)学生的朗读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有的学生朗读做
到了正确流利，但是感情朗读还不太到位;有的学生还把握不
好用怎样的语气来读;有的学生不能很好的表现自己领悟到的
感情，模仿他人的较多，而自己的体会感悟的表现较少等。

(2)学生认真倾听的能力需要加强。有的学生光顾表现自己而
举手，根本没听老师的提问和其他同学的发言。



(3)部分学生还是缺乏训练，发言声音较小，这是一种胆怯的
表现，也是一种很不好的说话习惯。(4)细节部分的教学需要
加强，那样才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桥越来越先进。

以上几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加强注意，把对学生听、说、读、
写能力的训练真正落到实处。

范文二

昨天，在我校校本教研开放日上，我上了一节一年级的的阅
读课《兰兰过桥》，这

是一篇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常识性课文，通过写兰兰
和爷爷参观潜水桥，过塑料桥的事，分别向我们介绍了新奇
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让我们了解了迅速发展
的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
兴趣。

本课第一课时以识字教学为重点，突出低年级的语文教学重
点，并为阅读教学扫除阅读障碍，把生字宝宝放回到文本中，
通过反复朗读感悟，理解课文。理解桥的特点，相机指导朗
读，并适当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

我在第二课时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注重词语积累和运用

在复习的环节，我设计了让先复习词语，通过自由读、开火
车读、齐读，巩固了生字词语的读音，让学生选一个自己喜
欢的词语说一句话，训练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这个
过程在实施时效果较好。但在学生说了较好后，教师如果能
根据用词的准确性、句子的完全等来评价，能给学生明确的
导向，这样有助于学生以后语言的发展。



二、 重视朗读，在读中理解课文

在学习两座桥的特点时，我让学生读自己喜欢的桥所的段落，
然后在小组内说说喜欢桥的原因，可以运用文中的句子来说
明自己喜欢的理由，这时老师就引导孩子找出句子读，读后
说说是从哪个词语看出来，继而指导朗读。学生能读出兰兰
走在潜水桥上惊奇的语气。

三、 学会质疑，大胆质疑

在学完课文后，我设计了质疑环节，让学生想想学了课文后，
自己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意图是想培养学生从小爱动脑思
考，敢提问题的习惯。

四、进行适当的拓展延伸

学生在学了课文后，学生很有与人交流的欲望，很想自己也
来设计自己人心中的桥，这时我让学生与同学交流自己心目
中的桥，说说自己人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桥，要汇报时，老
师以鼓励、肯定为主，鼓励学生把话说清楚、说完整，听的
同学要认真听，听不明白或有疑问可提问，老师适当引导学
生评价，在这个环节旨在激发学生想象思维，并进行说话训
练。

在低年级阅读教学中，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在教学中也存在
很多不足，望各位同行能给我看出宝贵意见。

兰兰的爷爷是桥梁工程师。有一天，他开着小汽车带兰兰去
玩。在路上，他们遇见一条波浪滚滚的大河。爷爷没有停车，
一直向大河里开去。兰兰吓得闭上了眼睛。

兰兰，下车看看大桥吧!听见爷爷的喊声，兰兰才敢睁开眼睛。
她一看，原来是一座架在水里的桥，很像一幢长长的房子。



爷爷告诉她，这种桥叫潜水桥，是用特别结实的玻璃砖造的。

兰兰惊奇地站在潜水桥上，透过玻璃看见大大小小的鱼游来
游去，各种各样的船只从桥顶上驶过来划过去。

兰兰看了一会儿，跟爷爷坐上汽车，来到鲜花盛开的原野上。
兰兰下了车，一边采野花一边往前走，又遇到一条小河。

兰兰说：我想去河对岸玩，可是怎么过去呢?

别急，我带着桥呢!爷爷打开皮包，取出一包塑料管子，说，
这又薄又结实的塑料管子，打进空气就成了一座轻巧的桥。

兰兰跟着爷爷走上塑料桥。这桥又平又稳。

过了桥，爷爷打开放气孔。哧——塑料桥跑完气变软了，又
自动折叠起来。爷爷把像雨衣一样大小的塑料桥放回提包里。

爷爷真是一位会变魔术的桥梁专家。

兰兰过桥教学反思范文

《兰兰过桥》这一课文章较长，要使学生能充分地朗读，必
须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进行练读，这样学生才能很快地
抓住桥的特点来学习课文。我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抓住重点
句子，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通过反复朗读，欣赏图片感受，
实物展示，学生对于桥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另外设计了造
句、设计未来的桥来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和想象能力，
孩子们得到了充分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能力的提高大有帮
助。

通过教学可以感觉到，整节课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学情。教
师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情境，尊重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和意



识。在朗读感悟中通过多种方式积累词语，感悟语言文字的
美。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他们乐于学习，乐于参与。

但是从课堂中表现出来一些问题，需要重视。

1、学生的朗读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有的学生朗读做
到了正确流利，但是感情朗读还不太到位;有的学生还把握不
好用怎样的语气来读;有的学生不能很好的表现自己领悟到的
感情，模仿他人的较多，而自己的体会感悟的表现较少等。

2、学生认真倾听的能力需要加强。有的学生光顾表现自己而
举手，根本没听老师的提问和其他同学的发言，造成站起来
什么都不会，影响了其他同学听讲的情绪。

3、学生还是缺乏训练，发言声音普遍太小，这是一种胆怯的
表现，也是一种很不好的说话习惯。

4、本人自己的调控能力、应变能力都应该继续加强，过渡语
言、评价语言都比较贫乏，缺乏对学生的激励。

《兰兰过桥》教学反思 授课时间：6月18日 实验学校 任沁
《兰兰过桥》这篇课文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向同学们
介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同时也让我
们了解了迅速发展的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激发学生
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这一课文章较长，要使学生能充分
地朗读，必须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进行练读，这样学生
才能很快地抓住桥的特点来学习课文。吴老师采用小组合作
学习，抓住重点句子，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通过反复朗读，
欣赏图片感受，实物展示，学生对于桥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
并运用了好几个句式练习，让学生学会完整地说话。

呢？”教师还给学生句式：“水里大大小小的鱼



有 ，有 ，还有 ，真有趣！”来说话，学生能有目的的说说。

学生通过教师一步步的引导，能够初步感受到潜水桥的奇妙，
完成了课堂的教学任务。通过教学可以感觉到，整节课的设
计充分考虑到了学情。教师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的
情境，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注重培养学生自
主、合作的学习方式和意识。在朗读感悟中通过多种方式积
累词语，感悟语言文字的美。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他
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乐于学习，乐于参与。

学习目标

1.认识“梁、程”等12个生字，会写“兰、各”等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对两种很有特色的桥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
造欲。

课前准备:ppt,生字词卡片。

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见过什么样的桥？（学生自由答）出示ppt，
展示各种各样的桥。

2.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有趣的课文，（板书课题）课文里所
讲的桥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初读课文

1.老师范读课文。

2.学生借助拼音初读课文。要求：a.读准字音，b.读通课文。



3.教师泛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

4.出示生字卡片，检查生字的读音。

初步学习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2.兰兰跟爷爷过了几种桥？（两种桥：潜水桥、塑料桥）

a.你是从课文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答案的？（第2段最后一句
话）

b.鼓励引导：你很会读书，请再往下读课文，看看爷爷是怎
么告诉兰兰的。

3.课文的哪段写潜水桥？谁来读读？

4.课文的哪段写塑料桥？谁愿意读读？（请举手的同学齐读）

5.再读全文。

朗读课文，熟悉课文内容

1.学习课文第1～4自然段。

a.你喜欢哪种桥？（指名说）请喜欢潜水桥的同学读一读描
写潜水桥的第1～4自然段。

b.四人小组讨论思考：潜水桥有什么特点？（（潜）、结实、
透明） c.兰兰在潜水桥里看到了什么？（图文结合回答）

2.学习课文第6～9自然段。



a.朗读第6～9自然段，思考：你从这几个自然段中知道了什
么桥？

b.兰兰刚开始看到的塑料桥是什么样的？读出课文中的句子。
过了桥后，把塑料桥怎么办呢？读出课文中的句子。

c.说一说塑料桥有什么特点。（轻巧、携带方便）

3.学习第10自然段。

a.齐读第10自然段。思考：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桥梁专
家）

b.爷爷真会变魔术吗？（是科技的力量）

扩展：你觉得未来的桥是什么样子，画一画，写一写。

《兰兰过桥》教学反思

《兰兰过桥》这篇课文篇幅较长，课文又是一篇融科学性与
趣味性为一体的知识性课文，向我们介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
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通过这两座桥反映出科技的飞速发
展。面对这样的课文，要正确流利的读完课文是一个难点。
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我引导孩子做充分的预习。采用了同桌
之间每人读一段、小组分角色朗读等方式多遍朗读。

在初读的基础上，我教学时引导孩子从文章的整体入手，先
让孩子找到兰兰过了哪几座桥？再引导孩子自己读课文，看
看哪几段是写兰兰过潜水桥？哪几段是写兰兰过塑料桥？接
着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进行练读，这样学生才能很快地
抓住桥的特点来学习课文。我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抓住重点
句子，说说自己喜欢的理由，通过反复朗读，欣赏图片感受，
实物展示，学生对于桥的特点是比较明确的。另外设计了造
句、设计未来的桥来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和想象能力，



孩子们得到了充分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

整堂课下来，我觉得学生对于有关科学的课文总是显得很感
兴趣，所以我请学生们课后想想“未来的桥会是什么样
呢？”学生们显得比较兴奋。我想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定都
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未来之桥。也希望学生的创新欲望在学习
中得到保护和发展。

学生的朗读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有的学生朗读做到了
正确流利，但是感情朗读还不太到位；有的学生还把握不好
用怎样的语气来读；有的学生不能很好的表现自己领悟到的
感情，模仿他人的较多，而自己的体会感悟的表现较少等。
学生认真倾听的能力需要加强。以上几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
加强注意，把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真正落到实
处。

过桥教学反思篇三

苏霍姆林斯说过：兴趣的源泉藏在深处，你得去挖掘，才能
发现它。《兰兰过桥》一文比较生动浅显，意思通俗好懂。
但是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可能会在无意中分散孩子的阅读注
意力。因此，我采用探究性阅读的'方式，长文短教，精读精
思。学习过程中，抓核心任务带动次要任务，将课文学习的
支点落在“探究桥的奇妙处”上，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
程中品读、感悟语言文字，激发科学创新的兴趣。

过桥教学反思篇四

苏霍姆林斯说过：兴趣的源泉藏在深处，你得去挖掘，才能
发现它。《兰兰过桥》一文比较生动浅显，意思通俗好懂。
但是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可能会在无意中分散孩子的阅读注
意力。因此，我采用探究性阅读的方式，长文短教，精读精
思。学习过程中，抓核心任务带动次要任务，将课文学习的'



支点落在“探究桥的奇妙处”上，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
程中品读、感悟语言文字，激发科学创新的兴趣。

过桥教学反思篇五

《兰兰过桥》是一篇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常识性课文，
通过写兰兰和爷爷参观潜水桥，过塑料桥的事，分别向我们
介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让我们了解
了迅速发展的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激发学生学科学、
爱科学的兴趣。

本课第一课时以识字教学为重点，突出低年级的语文教学重
点，并为阅读教学扫除阅读障碍，把生字宝宝放回到文本中，
通过反复朗读感悟，理解课文。理解桥的.特点，相机指导朗
读，并适当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

我在第二课时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复习的环节，我设计了让先复习词语，通过自由读、开火
车读、齐读，巩固了生字词语的读音，让学生选一个自己喜
欢的词语说一句话，训练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这个
过程在实施时效果较好。但在学生说了较好后，教师如果能
根据用词的准确性、句子的完全等来评价，能给学生明确的
导向，这样有助于学生以后语言的发展。

在学习两座桥的特点时，我让学生读自己喜欢的桥所的段落，
然后在小组内说说喜欢桥的原因，可以运用文中的句子来说
明自己喜欢的理由，这时老师就引导孩子找出句子读，读后
说说是从哪个词语看出来，继而指导朗读。学生能读出兰兰
走在潜水桥上惊奇的语气。

在学完课文后，我设计了质疑环节，让学生想想学了课文后，
自己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意图是想培养学生从小爱动脑思
考，敢提问题的习惯。



学生在学了课文后，学生很有与人交流的欲望，很想自己也
来设计自己人心中的桥，这时我让学生与同学交流自己心目
中的桥，说说自己人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桥，要汇报时，老
师以鼓励、肯定为主，鼓励学生把话说清楚、说完整，听的
同学要认真听，听不明白或有疑问可提问，老师适当引导学
生评价，在这个环节旨在激发学生想象思维，并进行说话训
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