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主要设计思路是：设计了四关，难度逐步递增，每一
关由不同的内容组成，通过自主猜，传授猜谜方法，让孩子
借助不同的方法猜汉字，从而实现轻松学字，感受祖国文化
魅力的目标。第一关，设计谜语让孩子们猜，孩子们轻松猜
出了谜底，第二关学习课文谜语，通过读和练，轻松掌握课
文内容和生字的学习。

第三关背诵课文，第四关开展猜谜比赛，孩子们通过小组合
作等方式，不仅课文背得快，而且谜语猜得也快。课堂气氛
极为活跃，尤其是平日里不太爱举手的孩子，也能从这类课
堂中展示自我，让人另眼相看。汉字文化，是中国的瑰宝，
更是世界的瑰宝！只要孩子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用智慧、创
意去打开通往汉字王国的大门，相信他们一定能收获更多的
知识！

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二

先说课，再上课，然后教后反思。说实在话，中小组织的这
次青年教学比武活动搞得真是实实在在，教者没有哗众取宠，
组织者也没有留于形式。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通过活动
对我帮助也很大。在这儿，对自己的课堂教学作简要的回顾
与反思。

首先，对学生的了解。因为是借班上课，学生完全陌生，一



堂课下来，觉得要上好一堂课，在上课之前应该对所教学生
作必要的交流了解。今天，在这个方面，自己感觉做得欠缺。
教学过程的顺利展开，执教老师必须要考虑学生知识、能力
水平等。课前“闲聊”，我本想让学生背诵古诗，然后教师
小结，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后来临时改成让学生说说自己的
心理话：你最喜欢上什么课？尽管是课前谈话，我觉得这个
话题较好，学生有话可说。这样在说话过程中师生关系就能
渐渐融洽，为课堂教学的正式进行提供了比较的氛围，也为
课堂教学作了一些铺垫。

其次，关于谈话揭题。在说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一开始，
我想以学生秋游动物园，见到自己哪些喜欢的而有趣的动物
作为话题导入：有一只并不起眼的麻雀……；后来，又考虑
以韩红的歌曲凄凉的《天亮了》引入，担心歌曲会“喧宾夺
主”，因此，最后根据《麻雀》一文作者写于1870年左右，
距今约130多年的时间，结合本文揭示的人文内涵给人的启迪
等方面考虑，决定用谈话导入：有一只麻雀它已经活了130多
年了，你相信吗？作为话题导入。课堂实践下来，我觉得还
是达到了我的预设要求，这一话题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同时
也为后面的主题揭示作了一个铺垫吧。在这里同时也暴露了
自己在备课过程中一个疏忽的地方，那就是既然提到了麻雀
活了130多年，那我应该事先准备一些有关动物寿命方面的信
息。特别是麻雀，一般情况下能活多长，以此来显示本文麻
雀的不一般。

第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这一环节中，我觉得初读课文
时，对学生初读课文的要求不能太多。因此，我在一般预习
课文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这一次在读的要求上，我稍作调整，提醒学生读的时候要注
意自己的感受及心情变化，这是为下一教学环节（品读
第4、5自然段）作准备。对于这一要求的调整，在课堂实践
中，我觉得应该是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在学生初读课文时，
我有意识地抓住一名叫陆玲玲的学生，这位学生的读的过程
中，在遇到读不准的字词时，能自觉地查阅字典。我结合本



文中“摇撼、嗅、扎煞”等词语的教学，教育学生，预习课
文要养成认真朗读的习惯，在读不准的情况下，要不怕麻烦，
能运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这样一个教学临时处
理，对陆玲玲，对其他的学生都是有益的。当然，在指名学
生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点评及朗读指
导，这在后面的理解阅读过程中同样体现出来，这应该是自
己的不足之处，今后应努力之。对课文内容的整体了解，我
着重通过简要的板书来体现：

第四，关于抓住重点段中的重点词句，细读感悟。课堂教学
下来，总体感觉比较凌乱。教学设计本想抓住：“可是它不
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大的力量使
它飞了下来。”“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
头似的落在猎狗面前。”“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小麻
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等句子展开，教师点拨并进行有
感情的朗读，然后教师总结：老麻雀后悔吗？老麻雀有拯救
自己孩子的能力吗？没有。因为谁都知道，面对它的是一只
庞大的如怪物般的猎狗，跟猎狗斗，这无疑是以卵击石。虽
然这样，为了小麻雀，老麻雀准备着一场搏斗，准备着一场
力量悬殊的搏斗，准备着一场没有悬念的搏斗。多么可敬的
老麻雀，多么伟大的老麻雀，为了自己的孩子，老麻雀愿意
付出任何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结果教学中，这一重要
环节，没有把握好。品读文章，给人的感觉大概是蜻蜓点水；
同时也没有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朗读。我想这应该是我今后
课堂上努力改进的重要方面。

最后，关于说话片段的设计。“猎狗愣住了，它可能没料到
老麻雀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没料到（），没料到（）……”
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冷场”，我当时挺纳闷：
为什么学生会说不上来呢？后来我发现，在出现说话内容时，
应考虑学生的能力，降低难度，让说话内容逐个出现为好。
这改动虽然是较小的，恰恰说明我在备课时还没有真正从学
生的角度去考虑。



上好一堂课，真的不容易。通过这一次教学实践活动，我觉
得平时应克服“眼高手低”的习惯，踏踏实实，虚心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本文时，我紧紧围绕“爱”字展开，意在引导学生讨论
三种“爱”——列宁对灰雀的喜爱（这是最浅层次爱的体
现）、小男孩对灰雀的喜爱、列宁对小男孩的爱。在体会这
三种爱时，让学生区分列宁与小男孩对灰雀“爱”的不同，
并重点感悟列宁对小男孩的爱。从学生的回答来看，学生在
朗读的过程中，对课文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感受。但我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1、朗读教学中，缺乏朗读

本堂课，我和学生在探讨上进行得比较成功，但我却忽略了
朗读这一块。语文课堂，朗读占有极大的比重，究竟怎样合
理地朗读，才能做到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呢？我想，首先要做
到能与文中的人物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
朗读才能有迹可循。我在教学中，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
便是想让学生融入角色，将感情带入文中，激情朗读。可在
实际教学中，我自觉还缺乏合理引导的手法，因而，课堂上
学生依旧把握不准。在朗读环节中，我还不会采取多种方式
教学，这是我今后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

2、课堂内容安排不合理

从三年级学习来看，生字词的把握仍是一个重点，课堂中还
需花些时间。由于个别学生的预习不充分，导致课堂内容没
有全完成，整个课堂不完整，倒不如将基础安排在第一课时，
重点理解放在第二课时。而对字词的理解可以融入在课堂中，
抓住一些重点的字词，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也能
起到增加词汇的作用。在《灰雀》一文中，有不少词语是需



要随文理解的，但这一步我却忽略了，所以在这一堂课中，
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学得不太扎实。

3、急走教案，不给学生留机会。

当我围绕“爱”字展开教学时，最浅显的列宁对灰雀的爱，
孩子们很容易找到，这和我预想的相符，这时我就急忙进入
了教学，根本没让孩子再发表其他意见，每个孩子的理解能
力不一样，或许有的孩子可以理解到更深层次的爱，我却剥
夺了孩子们发表感受的时间。

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发现不足，加以改进的过
程。所以，我相信，认真做好反思，并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
改进，我会有所进步，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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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篇四

《日月潭》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中的一篇
精读课文。它是一篇写景的美文，文中首先介绍来日月潭的
地理位置，接着介绍了它名字的由来，最后介绍了日月潭清



晨、中午、雨天的不同风光。日月潭很美，描写日月潭的词
句也很美。这些优美的词句值得品读和积累。在教学第一课
时的时候，我主要是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引导学生识记生字，
并写会生字；根据插图和练习上下文的方法来理解四字词语
的含义；优美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能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识
字。本课要求会认的生字有9个。教学时，我采用由句到词再
到字的顺序呈现生字，变换语境再现生字是为了帮助学生更
好地识记生字。二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识字的方法。课
堂上老师帮助学生梳理和归纳了多种识字方法。例如：学生
用编字谜的方法记住了生字“胧”、形近字比较法记住
了“绕”、换偏旁记住了“环”等。

读文时引导学生结合图片，联系上下文，甚至是结合学生的
生活体验来理解词语的意思。例如理解词语“群山环绕、树
木茂盛、名胜古迹”这些词语。

课前的预设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总有这样或是
那样的问题出现，总有许多的遗憾：

1、识字写字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教学时，不仅引导学生
识记生字，更重要的是学会积累并运用。这一点我做得还不
够。其实，课堂上，学生在识记生字了教师可以顺势让学生
口头组词或是用词说一句话。这样生字的巩固识记效果会好
一些。

2、指导写字可以引导学生先按结构归类，再重点指导容易写
错的生字。写字的时间可以再充足一些，就可以在书写完毕
之后进行展示评价，使学生书写更加美观。

3、课堂上的评价还是应该以激励性语言为主，鼓励学生大胆
发表自己的见解。



小学语文绿教学反思篇五

首先，我让学生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并把不认识的字
圈出来，可问问周围的同学，老师，或者查字典。并把生字
词解决掉。出示生字，让学生观察这些字的特点，然后用不
同的方法识字。如，用动作记“压”、“垂”；用联想法
记“乱”。联系自己观察的情景，想象狂风中的'小树乱摆的
样子从而记住“乱”字；用换偏旁识字法记“虹”。联系自
己的生活和阅读实践巩固识字。

在朗读感悟上，我积极挖掘教材，抓住教学难点，理解课文，
感悟课文，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出示课文的两幅插图，比较两
幅图有什么不一样，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用自己的语言描
绘途中的不同景象。同桌互读互评，培养合作精神。

朗读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勾画描写这些景象的词句，按
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归类整理词语。在提问学生们哪一
个字用得好时，学生们都积极回答问题，王树基说：“老师，
“压”用得好，我能感觉到乌云来势很猛。成志认为“垂”
用得好，能感觉到风特别大，蜘蛛特别害怕。气氛很活跃。

写字指导，重点讲解“彩、蜘、垂”，彩的三撇是上下排列
的，起笔处要在一条垂线上，蜘字的虫字旁要写的瘦长；垂
字上边的撇要写的短而平，下面的横长短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