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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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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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一个风景名胜的介绍，文字的表述不足以
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西双版纳的美丽。而且，学生对于西双版
纳都比较陌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借助网络资源，搜
集了大量的关于西双版纳的植物、动物、建筑、服饰的图片，
配以极富民族特色的音乐，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
境。多媒体在本堂课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大量的图片使
学生能直观感受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的野生动物生活得十
分悠闲，使学生充分领略到西双版纳的别有情趣的建筑和服
饰，使学生认识了奇特的植物，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而
且加深了学生对于西双版纳的美丽的情感体验。

在进行说话练习时，我先通过一个连线的练习题，让学生熟
悉练习说话时所需要用到的句型。然后，我通过图片，让学
生知道如何来描述动物的动作，发挥想象。最后，我又通过
课文以外的一些图片，为学生提供了说话的素材。由于有了
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学习，所以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想象，
说出不同的句子。

在理解“他们是这个地方最美丽的风景。”这句时，我也是
先让学生看了许多图片，并配上了好听的音乐，学生的情感
一下在得到了升华。



总的说来，多媒体教学手段对于教学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它
能为学生提供更直观的体验，将一些抽象的、陌生的知识形
象地传输给学生，丰富教学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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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教的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上册的一篇
识字课。本课是由五则谚语组成。它的教学目标是在识字和
写字的基础上，激发学生收集谚语的兴趣。刚从课堂上走下
来的我，仍然充满了激情和自信。回想起和学生真心交流的
四十分钟，静静回味学习过程中感情的碰撞和思维的火花，
我仍然激动不已。现在，我将结合本课的教学环节，谈谈我
想体现的教学思想。

在新课程和新教材中均指出：把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放在
首位。要让学生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这样，学生乐学，便
会积极投入其中。于是，我创设了愉悦可持续型的氛围，让
学生走入“谚语王国”，先去认识我们的老朋友，再学习新
谚语朋友。识字中，通过和字宝宝交朋友，并坐上“识字列
车”一同去游览“谚语王国”。这种教学情境的设立，学生
有了一种“在学中玩，在玩中学”的感觉。他们主动地学习，
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奠定了基础。

1.学生是学习发展的主体，是探究者，体验者，发现者。我
努力让教学过程成为学生自主发现、自主探究的过程，成为
共同交流、合作探究的过程。通过我的引导和启发，让学生
有所发现和收获，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2.我运用直观形象的课件，创设谚语王国的情境进行识字教
学。先通过学生自主识字来培养他们的自主探究的能力，在
鼓励他们同桌合作识字，并全班交流识字方法，识字过程体
现循序渐进，先认读带拼音的，再进入“快乐列车”的游戏
中认读不带拼音的字，后半步通过“蚂蚁运食忙”的游戏让
学生趣味识字，加强巩固。



3.让学生在轻松、宽松的氛围中学习探究，体会了主动探究、
合作探究的快乐。学生体验了成功带来的喜悦，同时识字能
力进一步提高。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
基础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
悟，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
习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
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整个过程为弘扬学生个性，激发灵性
服务。

1.把时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交流，多表
达。

2.读书指导具有层次性。利用图标“我能读准。”“我能读
流利。”“我能读好。”来推进教学。

3.质疑问难，培养创新精神。

4.读书形式多样。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尽管我非常投入地走进课堂，
但是细细回味课堂中的每一环节，许多疏漏和处理不当的地
方便呈现出来。读书指导上有点不到位，过渡型语言不简洁
明了，有些不准确。

1.时间分配有点不合理，造成前松后紧的课堂节奏。

2.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机智。

这节课使我深刻意识到教师的教学基本功，自身素质的高低，
对语文课成败关系重大。我应该感谢这次比赛，它使我拥有
了一个新的教学生命，今后，我会沿着这条航线，在教改之
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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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物体的长度，实际上就是用刻度尺量线段的长短。因此，
在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初步认识线段。线段对学生来讲是
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的。我先通过学生的体验活动来初步认
识线段并用图表示，再通过学生画线段活动，让学生直观认
识线段的特征。最后学生通过量线段、数线段来加强对线段
的认识。

线段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既抽象有实际。我在设计本节课主
要注意以下几点：

1、抓住线段的两个特征，恰当把握教学要求。

尽管教材只写出“线段是可以量出长度的”，但用直观描述
的方式表明了线段的属性，直的、两个端点即可以度量。教
学时，我紧紧抓住线段的两个特征，反复用多种方法强化学
生对线段的认识。画线段是在认识线段的基础上进行的。由
于学生已有了对线段的感性认识，知道某些物体的边可以看
成线段。因此，我让学生自己想办法画一条线段，并请了不
同画法的小朋友展示自己画的线段，并介绍自己是怎么画的，
从而使学生明白画线段时既可以先画一条直的线，再画上两
个端点，也可以先画一个端点，再由这个端点引出一条线，
最后画上另一个端点，还可以先画两个端点，再把两个端点
连起来。除此之外，我还请学生说说为什么尺、铅笔、数学
书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画线段，还有哪些东西也可以帮助我
们画线段，使学生明确只要有直边的东西都可以用来画线段，
又一次巩固了线段“直”的特点，最后我请学生再画一条定
长线段，这样，学生经历了画线段的过程，自己得出并牢固
掌握了画线段的方法，获得了成功的体验。

存在问题：这一环节我过多关注线段的测量，而没有关注定
长线段的画法。虽然学生没有多大问题，但作为新授课教师
必须明确指导：从零刻度开始到规定厘米刻度画一条直直的



线，并画好端点。如果在这一环节上教师能够示范画线段，
学生思路上会更明确。

2、注意创设情境，感受理解线段。

教材只有半页的内容，如果为了背出线段是什么，画一画线
段，那不是难事，但线段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结合情境感受
线段，理解它的意义，使学生看得着，摸得到，用得上，培
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观察想象力和探索问题的能力。这一环
节学生进行了多样、灵活、有趣的练习，不仅巩固了对线段
的特征的认识，而且对线段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刻了。他们
在练习中获得了提高，树立了学习的信心，也充分感悟了数
学学习的价值。

存在问题：设计问题时我能够考虑题目的开放性、递进性、
灵活性、知识的连接性等方方面面，但对练习的反馈形式或
者说反馈时教师的问题设计不够全面。如反馈断尺量长度时，
我只考虑有三种方法，没有考虑这三种方法的思考过程。比
如我考虑到可以用12―8地方法来解决，在练习中通过引导，
学生也想到了这种方法，这时我没有再深入研究为什么可以
用12―8，当然学生的思维也只停留在可以用减法，至于为什
么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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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线段》是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的一个内容。可能对于二
年级学生来说较抽象，学生不太好理解。对此我将教学过程
大体分四个层次来进行。第一个层次，想办法将一根毛线拉
直，两手之间的这段就是一条线段。引入线段，使学生感
知“线段是直的，有两个端点”这两个特征；进而呈现线段
的图形，使学生初步建立线段的直观表象。第二个层次，结
合学生熟悉的物体，让学生明白直尺、黑板、课本的边以及
纸的折痕等都可以看成线段，在此基础上，通过让学生折出
不同长短的折痕，引导学生体会“线段是有长短的”，从而



既使学生丰富了对线段的感知，又使学生进一步完善了对线
段的认识。第三个层次，教学用直尺或其它合适的工具画线
段。第四个层次，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来完成课后“想想做
做”，进一步巩固对线段的认识。这节课讲完，我感觉比较
成功，学生掌握的较好，并且每个在课堂上表现非常踊跃，
思维不止一次达到升华。我认为本节课有三个亮点，（1）想
办法拉直毛线，体现线段的“直”和“有两个端点”的特征，
（2）画线段，用合适的工具画线段，比比谁画得对、画得多。
体现线段的特征，还告诉学生线段可以横着画、竖着画、斜
着画；（3）数线段，这个环节是由课堂中的一个“小错误”
引出的`，在比赛完画线段以后，进行反馈。我发现×××在
一条线段中间点了一个点，我就和同学一起数他画的线段，
并且了解该同学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当他说出是自己出错
了，我在表扬他诚实的基础上，也感谢他给了我们一次探讨
数线段的机会。即在一条线段上点两个点、三个点……一共
有几条线段？接着继续探讨平面上的三点、四点、五点，每
两个点连起来，一共有几条线段？这时学生兴趣积极性高涨
起来，看到孩子们积极参与的样子，我内心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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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师一样教字（一个一个的），可是行不通时间不太够。
我想这是因为我原来没有认真教偏旁的原因吧，现在我把每
个偏旁的写法都重新教一遍，希望学生能够有所得。

也许这样教是慢了点，但我觉得当学生把偏旁的写法掌握了
之后速度会快，而且自己会写得不错，我就不用面面俱到的
讲了。我原来注重的是每个字的写法，没有这样成系统过。
这学期我还要利用活动课加大对写字训练的力度，希望我的
学生能够写得一笔好字。而且我加了一步：让学生板书，之
后大家评。学生们很踊跃。

不过他们有时会笑别人，而且因为不习惯板书写得不好看。
我告诉大家我们应该以一种帮助同学的心理来看别人的字，



心中想的应该是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他写好字呢？虽然他们小，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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