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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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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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在这堂课中，我除了让同学们用各种方式读生字词，还引
导他们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交流识字方法。如，熟识的字加
偏旁、用歌谣记字法等。这样提高了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
我发现，在我的引导下，同学们发挥想象，“创造”出了很
多谜语和歌谣来记生字，效果非常好。

2、以重点句子为突破口，通过把握重点句子的意思来把握文
章的中心，如，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了“每样东西只要弄
明白自己做什么最容易就行了”“只要万物都做它最容易做
的事，这世界就很有秩序了。”提炼出“明白自己的优缺点，
树立不断学习的信心”这样的主题，以便于学生理解课文的
中心思想。通过对重点句子的把握，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加
深刻。

3、紧扣重点词语，理解课文。以“反反复复”贯穿第三自然
段的学习，通过提问“月亮学会了什么？是怎么学会的”引
导学生联系上文“白天它觉得这主意不好，晚上又觉得这主
意不错”联系下文“一阵子这样，一阵子那样”体会作者把
月亮想象成一个拿不定主意的天真小孩。结合下文，不仅能
准确理解词语，还能够以此领会文章的内容，从而指导朗读。



二、成功之处

在指导朗读的环节中，让学生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课文好好
的读一读，然后来展示自己读的效果。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方式读课文的过程中，把课文
读熟练，读准确。最后再让学生通过填空的形式来概括课文
大意。这样的设计很适合低年级学生。

三、不足之处

我也感觉有些欠缺：没有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习
惯、学习方法，所以课堂上有的地方会冷场、学生会不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学生性格比较内敛，不太喜欢单独发言，
而喜欢齐答。我没有把朗读作为重点，没有通过反复朗读让
同学们把握课文内容，而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重点句子的
讲解上，导致部分同学对文章中心把握不够。希望在今后的
教学中把朗读放在首位，注重朗读，注重对文章整体的把握。

四、改进措施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采用灵活多样
的形式引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并且要
求学生在朗读的时候，边读边想象课文所描述的情景。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篇二

这篇文章第三者的口吻介绍了当世界还小的时候,太阳、月亮、
水等事物学习的过程,文章浅显易懂,在教学的过程中,先生学
生找出文章中出现的“人物”,然后总结它们学习了哪些本领,
这样就很容易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文章最后的三个省略号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引发人的
思考。同时,还是文章内容的延续,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
空间。



一、生字词教学。

我很注重生字词的教学。在这堂课中,我除了让同学们用各种
方式读生字词,还引导他们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交流识字方法。
如,熟识的字加偏旁、用歌谣记字法等。这样提高了学生学习
生字的兴趣。我发现,在我的引导下,同学们发挥想象,“创
造”出了很多谜语和歌谣来记生字,效果非常好。

二、通过重点句子把握文章思想。

这篇文章对于孩子们来说,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因此,以重点
句子为突破口,通过把握重点句子的意思来把握文章的中心,
如,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了“每样东西只要弄明白自己做什
么最容易就行了”“只要万物都做它最容易做的事,这世界就
很有秩序了。”提炼出“明白自己的优缺点,树立不断学习的
信心”这样的主题,以便于学生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通过对
重点句子的把握,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加深刻。

不足之处在于,对学生的朗读指导不够细致。在这堂课的教学
中,

我没有把朗读作为重点,没有通过反复朗读让同学们把握课文
内容,而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重点句子的讲解上,导致部分
同学对文章中心把握不够。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把朗读放在
首位,注重朗读,注重对文章整体的把握。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在这堂课中，我除了让同学们用各种方式读生字词，还引
导他们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交流识字方法。如，熟识的字加
偏旁、用歌谣记字法等。这样提高了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
我发现，在我的引导下，同学们发挥想象，“创造”出了很



多谜语和歌谣来记生字，效果非常好。

2、以重点句子为突破口，通过把握重点句子的意思来把握文
章的中心，如，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了“每样东西只要弄
明白自己做什么最容易就行了”“只要万物都做它最容易做
的事，这世界就很有秩序了。”提炼出“明白自己的优缺点，
树立不断学习的信心”这样的主题，以便于学生理解课文的
中心思想。通过对重点句子的把握，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加
深刻。

3、紧扣重点词语，理解课文。以“反反复复”贯穿第三自然
段的学习，通过提问“月亮学会了什么？是怎么学会的”引
导学生联系上文“白天它觉得这主意不好，晚上又觉得这主
意不错”联系下文“一阵子这样，一阵子那样”体会作者把
月亮想象成一个拿不定主意的天真小孩。结合下文，不仅能
准确理解词语，还能够以此领会文章的内容，从而指导朗读。

在指导朗读的环节中，让学生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课文好好
的读一读，然后来展示自己读的效果。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方式读课文的过程中，把课文
读熟练，读准确。最后再让学生通过填空的形式来概括课文
大意。这样的设计很适合低年级学生。

我也感觉有些欠缺：没有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习
惯、学习方法，所以课堂上有的地方会冷场、学生会不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学生性格比较内敛，不太喜欢单独发言，
而喜欢齐答。我没有把朗读作为重点，没有通过反复朗读让
同学们把握课文内容，而是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重点句子的
讲解上，导致部分同学对文章中心把握不够。希望在今后的
教学中把朗读放在首位，注重朗读，注重对文章整体的把握。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采用灵活多样
的形式引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并且要
求学生在朗读的时候，边读边想象课文所描述的情景。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篇四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每样东西都必须学习怎么生活。

太阳开始学发光，学着怎么上山下山。它也试过做别的事，
但是都没有成功。譬如说唱歌，它粗糙的声音，把这个敏感
的新世界吓坏了。

月亮不知道自己该学些什么。学发光吗？白天它觉得这主意
不好，晚上它又觉得这主意不错。它一直无法决定，只好反
反复复，一阵子这样，一阵子那样，所以看起来有时圆有时
缺。它学会的是不断变化。

那时候，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每样东西只要弄明白自己做什
么最容易就行了。

世界在慢慢变化，万物在自由生长。雨从云里落下，滴进泥
土里；人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一切有多美好……只要万物
都做它最容易做的事，这世界就很有秩序了。

这世界还相当有秩序……

哦！不要往下讲了，再从头开始。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却有
很多开头，很多很多开头。

很久很久以前，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当世界年纪小的时候教学反思篇五

说实话，这本《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时
候都有不少困惑，所以我有点担心孩子们对这43个小故事能
理解得了多少，能理解到多深。我想，这些看似无逻辑无道
理的语言背后想表达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有很多孩子是无法
一眼看出来的，一定是要在老师的引导下才能模糊地了解一



点。可实际的情况呢，大多数故事都有孩子提到，说自己怎
样理解的，有的说法我都没有想到，比如，谈到《星星》这
个故事时，有个孩子就说，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女人总是
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而男人却容易看到缺点，要是我们看
待事物时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好了。有的孩子在讲《阿拉斯
加的金矿》这个故事时说，不要只看外表，他的内心也许在
掩藏着什么。有一个孩子叫张家硕，平时算是语文能力较弱
的，作文的语句通顺难以做到，但他在说读《阿拉斯加的金
矿》这个故事的感悟时的观点却令我吃惊：广告都是假的！
其实，这种惊喜不是第一次，上次他在对《最难的单词》作
批注时是这样写的：谢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点！是的，
整本书阅读包括图画书阅读就总是给我带来这样的惊喜。

第三个环节，我让他们说说那些自己说不上道理，但又觉得
很有哲理的故事，找出其中的貌似有哲理的话，我们一起来
读一读，一起来交流一下其中的哲理，琢磨一下其中的味道。

第四个环节，谈谈这本书中的插图，了解插画家贝尔纳。

第五个环节，结合本书作者舒比格的经历，引导孩子们从总
体上了解这本书的特点：天马行空，没有逻辑，像是做梦，
很简单，很无厘头，却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只有始终保
持一颗童心的舒比格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第六个环节，以“你建议给什么年龄层次的人推荐这本书”
为话题进行交流。

我的这节课也就在这里结束了。实际上我的设计中还有读一
读自己给这本书写的书评这个环节，这段话是孩子们已经在
阅读学习单中写好了的，只需要在课堂交流就可以了，可是，
因为本书的故事太多了，共有43个，前面交流对故事的理解
这一环节比预计多花了时间，所以交流书评这个环节这节交
流课上就没有做。



这节交流课我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让孩子们形成思想的碰撞，
孩子们各说各的，没有去驳斥别人的观点，也没有去附和别
人的观点。如果我让孩子们在“南瓜”或《瓜》这样故事上
多做停留，进行一些实实在在的思想碰撞，把对故事的理性
分析引向深入，才能真正实现我设定的教学目标之二：“通
过品味精彩片段、交流阅读感受等形式，培养学生的理性思
维，引发学生对这个世界更深层次的思考。”

所以，像这样具有哲学启蒙性质的书该怎样带领孩子们进行
阅读交流，我还在探索中。幸好，有《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
候》这样优秀的文本；幸好，这种哲学启蒙性质的童书阅读
交流还没有形成什么模式，所以，我的一切探索都会很有价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