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
施(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施篇一

首先，教师切忌动怒．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用理智驾驭感
情，保持冷静。

最后，我想说，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学机
智是教师素质的画龙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
摸索、思考、积淀，不断地充实自己、追求个性、构建风格，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施篇二

在引导学生感受优美散文时，要立足学生，使学生的个性得
到发挥，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得能力。我基于新课标的
要求，同时了解到七年级的学生对散文有一定了解，但是学
生在感受散文和鉴赏散文的能力上还有所欠缺。因此我在设
计这边课文时，通过让学生四读课文，去感受散文的优美。

首先初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让学生解决文章中的生字词，
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同时要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拿出手中
笔进行批注，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
阅读完之后检测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生字词掌握情况，并对一
些易错、难懂的字词进行讲解。其次，让学生带着问题二读
文章，"这篇写得是雨的四季，那么雨在四季有什么特点
呢？"设计这个问题是为了学生从整体上去把握这篇文章的内



容，很多学生会从文中圈画出雨的'夏、秋、冬季的特点，但
对于雨在春季的特点不知道如何去总结。我在这点做得不太
好，没有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的
有层次引导，这使学生直接去总结雨在春季的特点时显得不
知所从，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会注意学生自身的特点，
循序渐进地引导。

再次让学生三读文章，感受散文的美，在这个环节中我主要
让学生从文中找出一处自己喜欢的语句进行赏析，可以从修
辞、不同的角度等方面进行赏析，注重培养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欣赏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但从这个环节我也了解到一些
学生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是学生对一些修辞把握得还不是很
到位，例如一部分同学不能够准确区分比喻和拟人。第二是
让学生对课文进行鉴赏时，学生不知道从哪些方面下手。对
于这些不足，在今后的学习中要进行专项练习加以巩固。最
后，再让学生四读课文，体会作者在文中渗透的感情。

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施篇三

这天我上了《童年的发现》一课，在导入课文的时候我问同
学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新奇或是搞笑的发现”一开始课
堂还是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同学愿意举手说，我只好先叫举
手的这位同学先说，他说道小时候捡了一条毛毛虫养在家里，
慢慢地看它怎样变成蝴蝶的过程。顿时在这位同学说完之后
课堂就像炸了锅一样，同学们都起了兴致，纷纷议论起来，
想回答的同学争先恐后的举手，课堂气氛一下子好起来。我
也趁热打铁让他们多说一些，不时的也给些评论。就这样我
导入了新课，也把学生的兴致提了起来。一节课的'效率很好。
我之后问的几个问题，大部分同学都能很快说出来。我想这
和一开始的谈话导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唯一一点不足的是在让学生体会第二自然段作者当时所要体
现的情绪时，学生不能很准确的体会到。我感觉还是不太熟
悉课文的缘故，所以在第二课时的时候我要逐步来讲作者是



怎样发现人进化的规律的和他和老师的误会。

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施篇四

首先，教师切忌动怒．必须克制自我的情感，用理智驾驭感
情，坚持冷静。

最终，我想说，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学机
智是教师素质的画龙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
摸索、思考、积淀，不断地充实自我、追求个性、构建风格，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沙滩上的童话教学反思不足和措施篇五

在课程改革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家长这样说："课程改革
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它却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孩子一生的
命运！"那么，新课程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我觉得
首先应该给学生的是一堂充满"激情"的课。

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能让
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陪
伴孩子度过每一段"燃烧的`岁月"！在整堂课中我一直以充满
激情的状态进行教学，除了让文本中的情来感染学生，更易
我的激情来渲染、熏陶学生。

其次，应该是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
或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
创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为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我在教学《童年的朋友》这篇课文时，我是那样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们渴求的眼神！他们太想了解小熊的可
爱之处了！我提出："你们读读课文，觉得文中的小熊是一只



怎样的玩具，你从哪里感受到的，你能通过朗读体现出来吗？
"孩子们个个兴趣盎然，跃跃欲试。"激趣"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乐"。

教学活动中要注重置师生于课文、作者、情景之中，也就是"
溶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教学当中的"
情"犹如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生才会在教
师的点拨下进入课文佳境。在引导学生理解文中的我竟然要
拿曾经给过我快乐的小熊来练拳时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我
就创设了一个语境，学生真正领悟了作者的自责、内疚、惭
愧，那种情很自然的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