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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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篇一

《小马过河》是一篇童话。讲的是小马要过河，但不知道河
水的深浅。小马问老牛，老牛认为过得去；小马问松鼠，松
鼠认为过不去。最后在老马的鼓励下，小马大胆去尝试，终
于过了河。故事说明了遇事要“开动脑筋，敢于尝试”的道
理。

这个故事中主要“人物”是小马，还有老马，老牛伯伯、松
鼠。这些“人物”的语气、语言的感情色彩不同，老马
是“妈妈”，说话该用亲切的语气。老牛伯伯是老一辈，朗
读时声音要粗，语气稳重。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时讲的话，语
气要急切。小马天真、有礼貌，读时要用适当的语气表现出
来。指导朗读时，这些都要向学生说清楚。边展示边朗读，
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教师要加强范读，给学生提供范例。接
着再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这样训练朗读，可以让学生在愉悦
的氛围中感受故事中蕴含的美。

学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之后，让学生记住老
马、小马、松鼠、老牛的话，并想象当时的情境，进一步领悟
“人物”的身份不同，说话的表情、语气也不同，然后鼓励
学生加上动作和表情，把课文的对话“表演”出来。这样做，
既能加深对课文的感受，又能激发阅读的兴趣。

通过这堂课，我感觉到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还要



备学生。在课堂上，随时有可能发生教师意想不到的事情，
教师必须有随机应变能力。

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篇二

《小马过河》一课生动有趣，对话很多，是分角色朗读的好
材料。而要真正达到分角色朗读的目的，需要以读好每一个
人的语言为前提。文中虽然“说”字相同，但“说”的语言
与神态却不同。不同语气、神态、动作的“说”云集此课，如
“连蹦带跳地说”“高兴地说”“认真地说”“叹了口气
说”“难为情地说”“低下了头说”“亲切地说”；还有那些
“说”的“亲戚”，如“大叫”“问道”“吃惊地问”；更
有六处单一个“说”字，至于语气和神态，自己心领神会便
是。于是，教学此课，便抓住不同的“说”进行教学设计，
强化朗读训练。

先是让学生动笔墨读书，在文中用曲线划出各种各样
的“说”，然后分组共同试读，要求入情入境，仿佛文中的
角色乃自己，并以“谁读得有声有色，头饰将戴在谁的头上，
角色将有谁来扮演”为“诱饵”，激发孩子读的兴趣读的水
平。学生读得投入，又如“做游戏”般轻松，各种声音此起
彼伏，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生读，师读，生生互读，师
生互读等多种读的形式让孩子们“读书多遍也不厌倦”。等由
“读的量变”到“读的质变”后，敲定分角色朗读的人选，
示范过后，再以小组形式给人人担当角色的机会，让人人过把
“读”瘾。此时此刻，课堂的精彩与高潮便水到渠成。

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篇三

《小马过河》一课是一篇浅显易懂的童话故事。故事说明的
道理则由老马一语道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
不去试试，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从字里行间，孩子们轻易而举地悟出了“动脑筋”“去实
践”的道理。等小马下了河，小心地趟到了对岸，它的体验



是：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
深。其中的“为什么”孩子竟也对答如流。

如果就以孩子“明白了什么”为目的，心里忽然觉得不甘心。
新课程倡导阅读教学要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加强
生活世界与书本世界的沟通，注重生活体验与实践活动。我
想：道理来源于生活，更要用于生活。不仅要让学生懂得道
理，更要指导孩子实践道理。于是，我把问题抛向孩子：在
你的生活中，遇到过与小马类似的事情吗？你是怎么做的？
暂时的沉没过后，十几个孩子小手高举。

“我背《论语》的时候，有一个字不认识，去问爸爸、妈妈，
爸爸读一个音，妈妈读一个音，我不知道谁说的对，就想：
还是去查查字典吧。结果证实了妈妈读得对。”

“爸爸给我买了一辆四驱车，让我自己插起来。楼上跟我一
起玩的哥哥说很好插，而表弟说很难插。到底是好插还是难
插，我决定亲自试试，没想到我一会儿就插好了。”

“我与姐姐、弟弟去公园玩，在游乐场过独木桥时，弟弟说
会掉下去，很危险，而姐姐说大胆走，不会有危险。虽然我
很紧张，但我还是很快地跑了过去。第二次再走，我就不害
怕了。”

孩子们举得例子虽然有点幼稚，甚至牵强附会，但我相
信：“死”道理已变成了“活”道理。以后的日常生活中，
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孩子们已不需要“妈妈”的指点了。

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篇四

分角色反复朗读，可以很快使学生进入情境，了解故事的来
龙去脉。初次尝试让学生简述故事大意，只有个别学生在我
的引导下大致能说，多数还是在讲述细节内容，不过相信坚
持下去，能说的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没有直接告诉学生故事里蕴含的道理，而是让他们先各抒
己见，然后再统一认识，这样既重视了孩子们的能动性，对
学生思维的训练也很有好处。

在解决课后问题时，（小马从磨坊回来后会对妈妈说什么？）
我让学生直接对我说，把我当成老马，我做出相应的肯定，
那一刻我们彼此感觉特别亲切，眼泪竟在眼圈里打转。有个
学生竟说：“老师，你的孩子可真多啊！”

学生很喜欢结合实际的拓展部分，当他们说不到点子上时，
我随机举了个例子，（罗冰仪要买桔子，爱吃酸的刘金波说
那桔子一点也不酸，爱吃甜的李静怡说酸死了，你应该怎么
办呢？我说得声情并茂，孩子们听得趣味盎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我感觉走入文本，在走出文本，进而走入生活，
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二年级语文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讲述了小马在帮妈妈驮麦子
到磨坊去的途中遇到一条小河，不知是深是浅，最后在妈妈
的指引下安全过河的故事。本文以“过河”为线索，采用简
洁生动的语言，使学生懂得做事不能只听别人说，要动脑筋
想想，亲自去试试才行的道理。

学情分析

二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还不是很强，注意力也不能始终集中
在课堂上，因此教学时可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吸引学生，
也可以播放与课文有关的动画视频或通过分角色表演来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

目标与重难点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会认13个生字，掌握1个多音字，会写8个生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出恰当的语气。

3．根据词语提示讲故事。

重点

1．会认13个生字，掌握1个多音字，会写8个生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出恰当的语气。

3．根据词语提示讲故事。

难点

引导学生懂得做事不能只听别人说，要动脑筋想想，亲自去
试试才行的道理。

教学准备

教师：老马、小马、老牛和松鼠的图片，多媒体课件，歌曲
《时间像小马车》。

过程设计

一、课时目标

1．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根据词语提示讲故事。

2．让学生懂得遇事要多动脑筋，多思考，不能光听别人说，
自己一定要去试一试，找到解决的办法。



二、重点难点

重点

分角色朗读课文，明白道理。

难点

讲故事，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说明理由。

三、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新词，指名读。

2．师：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小马过河》。

四、分段研读课文

(一)学习第1、2自然段。

指名朗读第1、2自然段，想一想：小马为什么要过河？

(小马帮妈妈做事，要把半口袋麦子驮到河对面的磨坊去。

(二)学习第3～7自然段。

板书：能不能过去？

老牛松鼠

2．老牛是怎样说的？(指名读)

板书：很浅，刚没小腿。

3．怎样读好他们的对话呢？



自己练习、同桌读――在全班读，学生评一评，教师进行指
导。

4．听了老牛的话，小马是怎样做的？快读一读。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跑到河边，准备过去。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

对比这两句话，说说有什么不同。“立刻”说明了什么？

想，就要过去。这句话该怎样读呢？

5．这时又发生了什么？指名读第5自然段。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连想都没

板书：深得很，会淹死。

6．小马与松鼠的对话该怎样读呢？

分角色练习朗读。

7．这下可把小马给难住了。他怎么办呢？

自由读第6、7自然段，想一想：妈妈的话该怎样读呢？

指导朗读妈妈的话。

8．你觉得妈妈的话当中，哪句话使你最受教育？用笔画出来，
再读一读。

(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
的。)



9．现在就请你动动脑筋，想一想：小马应该怎么办呢？为什
么老牛和松鼠说的不一样呢？

(老牛个子大，所以觉得水很浅，松鼠个子小，所以觉得水很
深。小马应该自己亲自试一试。)

(三)学习第8自然段。

1．指名读。其他同学想一想：小马过河的结果怎样？

2．出示填空：读一读，想想该怎样填。

(老牛那样高；松鼠那样小；老牛说的那样浅；松鼠说的那样
深。)

3．展开想象，说一说：小马过河后会说些什么？

(自己早点试试就不至于耽误时间了。接受教训，以后多观察、
多思考)

五、再读全文，拓展延伸

1．自由组队，分角色朗读课文。

2．在全班展示朗读。

3．出示词语，请学生试着用上这些词语，讲讲这个故事。

马棚愿意磨坊驮挡住为难

突然拦住吃惊难为情动脑筋小心

4．你同意下面的说法吗？说说你的理由。

(1)出示句子：



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所以
老牛和松鼠对小马撒谎了。

小马向很多人请教，是对的。

别人的经验不一定可靠，得自己去尝试。

什么事都要自己尝试，别人的话不可信。

(2)组织一个小小的辩论会，以小组为单位，先在小组内说一
说自己的意见。

(3)全班交流，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

六、课堂总结

让学生谈谈学习完这篇课文后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