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 小学二
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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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一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课文讲述的是国王用一种独特的方法
选继承人：谁能用种子培育出最美的花，谁就是他的继承人。
规定的日子到了，手捧空花盆的雄日成为继承人。这是为什
么呢？故事悬念迭生，引人入胜。不读到故事的最后，就不
能解开谜团，原来，“我发给你们的花种都是煮熟了的.。”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我以下三点收获。

1、以读为主。这是一篇富含哲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成年人
看来，含义一目了然：诚实的品质最可贵。但对于一年级孩
子来说，由于他们理解水平相对低，且故事长，内容多，未
必能轻而易举读懂。尤其是文中雄日手中的空花盆，是一个
与文本内涵紧紧相连的焦点，它隐含了雄日对人生的选择：
宁可放弃做王位的继承人，也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份诚实
是多么沉甸甸呀！如何使学生也能体会到这主题，这是本课
的一个难点。本节课重点指导学生朗读，我尽量创设机会让
学生多形式地读，使学生在读中感悟，所以我力求创设情景，
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课文中的孩子和国王，悲孩子所悲，喜
国王所喜，力求使学生忘掉自我，融入故事之中。如分角色
读，全班读，小组读，自由读，师生接读，表演读，同位读
等。让学生装在读中理解课文，悟得道理。

朗读是重点，但低年级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因此，我



设计了复习巩固环节，以活泼的小游戏来激趣，进行复习检
查，收效较好。

3、尝试问题从学生中来，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边
想的好习惯。

低年级问题从学生中来，让学生自己提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
走进课文，理解会更深刻一些。因此我教学过程中尽量让学
生提出问题，再让他们解决问题。如：读了课题之后，你有
什么问题吗？看了国王的两种表情图后，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学习“继承人”一词，我让学生自己提有什么不明白的词语，
学生一下就找到了“继承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
能自己积极思考，并通过小组讨论把问题解决了。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二

这篇课文描述了同学之间扳手腕游戏的精彩场面，其中双方
比赛时的神态、动作，是学生写作的`很好范例。先让学生根
据当时人物的动作、神情、语言想象一下比赛之前，小敏和
小容会怎样想设计一些说话练习，让学生练练。如：

小敏斜着眼，伸出胖乎乎的手，心里默默地想，说：“来吧，
最多数到三，你准输。”

小容微笑着看小敏，扭了扭手腕，心里默默地想，胸有成竹
地说：“开始吧！”

比赛后，小敏和小容如何表现，同学们会怎么议论？要让学
生学会用正确的语句表达。在此基础上分角色朗读课文，读
出人物的不同语气。

最后，让学生来玩玩扳手腕游戏，要求仔细观察对方同学扳
手腕时的样子，用几句话说说。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三

《雷雨》课文用精炼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雷雨前、雷雨中、
雷雨后的自然景象，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到了天气的变
化和大自然的神奇。

雷雨是夏天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为了使学生更真切地感知
雷雨的景象，我设计如下的情境教学环节：出示谜语让学生
先来认识雷雨这一自然现象。学生听读课文后，自学生字并
交流识字方法。初读课文，显现课文情境，雷雨前、雷雨中、
雷雨后的自然景象的变化。并通过表格来让学生更深刻的认
识雷雨前、雷雨后自然界的景象变化。最后让学生通过多媒
体欣赏雨后图片，激起了学生对大自然的深刻体验，培养学
生观察生活，热爱自然的热情。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强调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强调了
语文学习是个性化的行为。因此，我让学生自学生字并交流
识字方法，让同学一起来解答，达到学生之间互助学习完成
教学任务的目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习惯。在
理解课文的过程中，通过多媒体出示表格全班交流，把学生
的学习引向深入，让学生充分经历学习过程，体现了教师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使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体验
到了自主、合作学习带来的.'快乐。

都说课堂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上完本节课时，总觉得有许
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在学生交流识字方法这用的时间
太长，以至于分析课文时间不够充裕。以上是我在教完本课
后的教学反思。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应该更加地努力，
使自己的课堂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四

课文是一篇神话故事，按照事情发展顺序讲述故事，脉络清
晰，语言通俗易懂，充满神奇的幻想色彩，有助于学生借助



课文识字、朗读、复述。

上课开始，用“弓”“箭”的金文图片引入，直观形象地认
识这两个字，并区分“箭”“剑”。此环节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让学生通过多种方法识记生字。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指导读好关键词、重点句，
体会故事内容的神奇，通过关键词句和想象将故事具体化。
如让学生通过“晒枯、烤焦、蒸干、熔化”这些词语展开想
象，还会有哪些景象？九个太阳被射下来后，人们从山洞出
来，会对羿说什么？在这样的想象中，结合图片，学生更容
易与文章形成共鸣，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神话故事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流传千古，故事性强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而这个故事，脉络清晰，充满幻想色彩，非常神
奇。因此，把“讲故事”作为核心教学目标。在学生识记生
字的基础上，出示词串，并让学生找出词语的规律，为后面
讲故事提供语言支架。接着让学生填好结构图，理清课文顺
序。最后，示范讲故事，既给学生提供了讲故事的`方法，也
有了讲故事的支架，从而发展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五

本节课我把识字教学与朗读品悟相结合。“夸奖”一词，没
有专门去教学，而是通过医生夸、爸爸夸、妈妈夸、小伙伴
们夸来理解的，这样既理解了词语的意思又培养了学生运用
语言的能力。还有“斥责”“委屈”也没有专门进行教学，
而是在朗读中进行理解的，让学生自己读、互相读、男女生，
在一次一次的读中理解了这两个词语的意思。我注重以读为
本，在读书活动中引导学生掌握读书方法，培养学生阅读能
力，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些不足。识字教学不够扎实。今后的教学
中，我将不断提高自身识字教学技能。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六

这篇文章比较长，在分段上也不像以前学的课文那样每一段
都不长，尤其是第二自然段，非常的长，所以为了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避免枯燥性，我特意在激趣导入的部分，安排
了介绍达芬奇的事迹和作品以及一些相关的小故事，这样确
实调动起了学生的积极性。但是课后回想认为这个想法有一
些欠考虑，导入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我想课前作适当的介绍，
其他的放在学完课文后来扩展知识比较好。

另外我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自学生字，理解词句的意思，这是
理解课文的前提，也是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有些句子看起
来很容易懂，其实学生并不一定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因此，
要抓住学生似懂非懂的句子，帮助学生理解它的'意思，培养
学生认真思考和务求甚解的学习品质。在孩子们熟读课文之
后，帮助孩子理清课文的主要思路，然后我设计了这样一个
问题：达·芬奇是的画家，那他刚开始学画的时候是怎样的
情况呢？并要求孩子默读课文，思考并组织回答的语言。在
这样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孩子进一步的理解词义。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七

《小鹿的玫瑰花》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传递出“能够给别
人快乐，自己也快乐”的朴素的哲理。如何让孩子们从课文
中感受到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情呢?首先，我为
孩子营造了一个和谐的课堂。教学中，我抓住了“这玫瑰你
白栽了，一朵花都没看着。”和“看来，你的玫瑰没有白栽。
”，学生从无疑到有疑，从有疑到解疑，一路走来，孩子们
通过阅读不断地理解课文，不断地体验着小鹿的感情变化。
随着思考的加深，感受的加深，情感的体验也在不断地深化。
如在读出疑问后，我问：是老师告诉你们答案呢还是你们自
己去课文中找答案呢?孩子们都说：自己找。一下子把问题抛
给了孩子，孩子成了课堂的主人。这样，我的语文课堂为学
生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置身于教材中与作者、与同学、与



老师的对话交流的过程之中，师生共同经历，共同生成，共
同体验。

其次，注重情感体验。《小鹿的玫瑰花》一课，就多处
引“移情”进课堂，注重体验，让学生感受小鹿的心情，
如“小鹿和弟弟一起数了数，总共有三十二个，他们高兴极
了。”中“他们为什么高兴?”孩子们说：有三十二个花骨朵
儿。“为什么有三十二个花骨朵儿要高兴?孩子们立刻体验到
了：三十二个花骨朵儿将会开出三十二朵玫瑰花，那可好看
了。又如“躺在床上的.那段日子，想得最多的会是什么?”
的体验中，感受到小鹿是那么迫切希望看到玫瑰花，感受到
他看不到花时的那种惋惜和难过。

第三、注重学生的说话训练。在课堂中我设计了2次说话训练：
还有哪些小动物也会路过小鹿的'玫瑰花前，也会对小鹿说些
什么?让我们也来夸一夸小鹿的玫瑰花。特别是第二个说话训
练更是结合了语文课堂作业本中的习题，这样孩子们在作业
中就能有话可写了，不会觉得困难。当然在课堂中也存在许
多问题，如教师语言不够精炼，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等。当
孩子注意到“一天、一周、一个月……”时，有个孩子提出
可能是一年，这时我没有进行巧妙地引导，课堂中的引导过
于生硬。当孩子们回答“为什么一朵花也看不到”时，有孩
子提出：玫瑰花被绿叶遮住了。这是我只是让另一个孩子给
了一个直接的回答，其实可以在学习5—8段后在回头点一点，
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读文探究是多么的秒，疑问可以在读课
文中解决。还有在理解了全文之后还应该让孩子再整体读课
文，让课文回归整体。这样，语文课上，除了让孩子来阅读
理解外，还给孩子搭建了一个锻炼说话的好平台。

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品篇八

《彩色的梦》是一首诗歌，写得比较含蓄，读起来并不是很
容易懂。我着重分析诗歌的语言，让学生懂得作者要写的是
什么。例如，“有一大把彩色的梦”，彩色的梦怎么会是一



大把呢？读了全诗大家知道了，原来，这是我们手中的笔，
可以用笔去勾画美丽的梦想。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通过教师范读、图文结合、配乐朗诵
等方法，在识字环节，我通过学生自读，小老师领读，读词
语，开火车读等方法，让学生对本节课的生字有了深刻的`认
识，接下来再读诗歌，学生们都比较熟练了。

在课文的理解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朗读技巧，注意
破折号和省略号的读法，并且了解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通
过有感情地朗读，掌握诗歌的读法。我将诗意的语言与生活
实际联系起来，让学生对照生活经验或体验来理解。例
如，“雪松们拉着手”，这是用了拟人的手法，我让学生联
系自己看到的雪松树枝挨着树枝的情景，再想象“手拉手”
的雪松，这样，既节约时间，又加深学生的理解。

最后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孩子们尽情的展示自己，但是，本
节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教师的语言还要再简练一点，每
个环节过度恰当。今后一定要注意改进，让自己的课堂刚上
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