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汇总5篇)

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篇一

《苹果里的五角星》是一篇启智、激发孩子的创造力且又充
满童趣的文章。课文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邻居家的
小男孩“传”给“我”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把苹果横
着切下去，苹果核部分就会出现一个“五角星”的图案，这使
“我”从中受到启迪——创造力来源于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
文末最后一句话“是的，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创造力，往小
处说，就是换一种切苹果的方法。”是教学的难点。如何突
破教学的重难点？我让学生从第一次这样切苹果的人谈起，
相机揭示作者的感触，并出示这句话：“使我深有感触的是，
这鲜为人知的图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让学生说说“魅力”
的意思，并问学生文中指什么有魅力，怎样有魅力，进一步
得出这魅力不仅仅是苹果中五角星的魅力，更是创造的魅力，
从而引出教学的难点，并出示：“是的，如果你想知道什么
叫创造，往小处说，就是换一种切苹果的方法。”这一环节
的设计意图是：以“魅力”为催化剂，渗透联系上下文理解
词语和句子的训练，实施文章重难点的突破。

至于“循规蹈矩”，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种理性，那是一种
反思。也就是说，这一课还要引导学生学会反思。为什么我
们不能够发现苹果里的五角星？那是因为循规蹈矩，那是因
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沿着一条路走，肯定发现不到新大陆。

本节课中我觉得自己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学习的
主人，应该把学习的。主动性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读，
在读中感悟道理。然而，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我在牵着他们
走。我预设好了所有的问题，把问题抛给他们，他们就机械
地回答。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失去自己寻找问题的能力。在
教学“真的，从横切面看，可以清晰地看出，苹果核果然像



一颗五角星”这句话时，我是用比较法来学习作者用“真
的”和“果然”这两个词的妙处的，这样给人的感觉比较死
板。如果换成让学生自己在朗读中感悟出这两个词语的妙处，
那就是让学生成为了主人。

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的内容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我想不用老师教学生也应该
读懂，重要的是：本课有两个对应的词，即“魅力（创造
力）”与“循规蹈矩”。

学习这一课，我引导学生在反复阅读中，让学生充分地认识
这两个词的内涵。这两个词如果不能够走进学生的头脑，这
是本课的最大失败。因为这两个词非常关键，引导学生反复
想，他们就能够感觉这两个词代表的东西太多了。课文中
的“魅力”，其实就是“创造力”的一种解释，课文是怎么
讲魅力的？最后第五自然段的三个“传”字就是最好的解释，
课文中具体讲述那个幼儿园的小男孩也愿意、主动“传”，
这其实是对“魅力”一词最“神”解释。这说明任何一个创
造都是具有“魅力”的，人们都愿意传的，也是人们都愿意
拥有的。

通过对课文的教学，发现正如文中所说的“人们对切苹果都
不生疏，总是循规蹈矩地按照通常的切法，把它们一切两半，
却从未见过还有另一种切法，更没想到苹果里还隐藏着“五
角星”！”。同样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大可不必运
用相同的方法来教育学生。针对不同的学生，需采用不同教
育方法。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智慧型的老师，运用打破常规
的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帮助孩子
们提高现有知识水平，让孩子们每天都有进步，这是我感到
最快乐的事情。



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篇三

在上课前，我熟读教材、研究教材、理解教材，从认知、情
感、技能三方面确定教学目标，体现教材的特点，突出教材
的重点；分析学情，选择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过程。准备了
多媒体课件和实物苹果，现场演示切苹果。

不足之处：没能研究课文内容与相邻课文之间的联系，缺乏
整体把握小学语文教材和单元课文备课的意识。没能预设学
生可能提出的疑问，并作出解决的预案。通过这次远程培训，
我才知道作为语文老师，一定要整体熟悉、把握小学语文教
材体系，树立单元备课的观念，使语文教学具有整体性、联
系性。这样才能提高语文教学的实效性。我今后一定努力这
样做的。

1、创设教学情境。

我用多媒体课件演示两种不同的切苹果的方法，让学生初步
感知两种不同切法得到的不同图案。然后我又拿两个苹果进
行现场演示两种不同的切法，把切好的苹果展示给学生看，
真切感受。再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创设
这样的教学情境导入新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了
强烈的求知欲。

不足之处：我应该让学生自己动手切苹果，亲自来感受，获
得亲身体验。我给学生自主学习课文的时间也不够，过于紧
凑。

2、充分体现“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摈弃连篇累问的
形式，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课文，提出
疑问，创造热烈的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效率。如有学生问：
是谁第一次这样切苹果的？为什么这种切法会广泛流传？我
让学生自由发言，各抒己见，说得有道理的给予表扬。



不足之处：课堂秩序有些乱，有些学生不按要求去做。说明
我对课堂的掌控能力还不够，以后我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3、让学生反复读课文，在读中理解、感悟。

不足之处：在训练学生的理解力和思维能力方面做得不好，
阅读教学的实效性不高，老师带领学生解读时比较肤浅，学
生的心灵深处没有得到深刻的感悟。这说明我在解读文本时
也是比较肤浅的。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课堂上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在
于去点燃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火花。”在本课教学中，我想我
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是兴致勃勃地参
与到学习课文的活动中。可以说，教育目的实现了，教学目
标也基本达到了不知之处：对于本课的教学重点“人的创造
力来源于打破常规思维方式”，有一部分学生不能理解。主
要是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常规思维方式”。这说明我在解
释“常规思维方式”时不够深入浅出，没有多举几个例子。
还有就是阅读教学实效性不高，学生没有在学习过程中掌握
了阅读知识、阅读能力也没能得到提高，没能体现“教，是
为了不教”的理念。反思，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我会努
力的。

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篇四

苹果里的五角星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事实上就是在切苹果
时拦腰切下去，就可以在横切面看到苹果核像一颗五角星。
为了加深学生对创造力的理解，在第二课时的课堂教学时，
我让学生准备两个苹果，一个横切，一个竖切，亲自试一试，
比一比，学生们比较切下的苹果不得不信服，拦腰切下的苹
果，苹果核果然像一个五角星。学生们对接下来的教学都兴
趣十足，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创造力就是打破常规的思维方
式。特别是在教学“这鲜为人知图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
与“是的，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创造力，往小处说，就是换



一种切苹果的方法”这两句的时候，学生感悟很深刻。

通过对课文的教学，我发现正如文中所说的“人们对切苹果
都不生疏，总是循规蹈矩地按照通常的切法，把它们一切两
半，却从未见过还有另一种切法，更没想到苹果里还隐藏
着“五角星”!”。同样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大可不
必运用相同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争对不同的学生，需采用不
同教育方法。运用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提高现有
知识水平，这就需要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

苹果中的五角星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学习各种教学理论我们知道，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勤于
反思，从而形成自己有效的教学行为。我觉得我每上完一节
课之后总有很多我不满意的地方。下面我就谈谈我对苏教版
四年级下册《苹果里的五角星》的教学反思。

一、围绕教学设计进行的反思

在上课前，我熟读教材、研究教材、理解教材，从认知、情
感、技能三方面确定教学目标，体现教材的特点，突出教材
的重点；分析学情，选择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过程。准备了
多媒体课件和实物苹果，现场演示切苹果。

不足之处：没能研究课文内容与相邻课文之间的联系，缺乏
整体把握小学语文教材和单元课文备课的意识。没能预设学
生可能提出的疑问，并作出解决的预案。

二、围绕课堂教学进行的反思

1.创设教学情境。

我用多媒体课件演示两种不同的切苹果的方法，让学生初步
感知两种不同切法得到的不同图案。然后我又拿两个苹果进



行现场演示两种不同的切法，把切好的苹果展示给学生看，
真切感受。再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创设
这样的教学情境导入新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了
强烈的求知欲。

不足之处：我应该让学生自己动手切苹果，亲自来感受，获
得亲身体验。我给学生自主学习课文的时间也不够，过于紧
凑。

2.充分体现“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摈弃连篇累问的形式，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方式
学习课文，提出疑问，创造热烈的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效
率。如有学生问：是谁第一次这样切苹果的？为什么这种切
法会广泛流传？我让学生自由发言，各抒己见，说得有道理
的给予表扬。

不足之处：课堂秩序有些乱，有些学生不按要求去做。说明
我对课堂的`掌控能力还不够，以后我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3.让学生反复读课文，在读中理解、感悟。

不足之处：在训练学生的理解力和思维能力方面做得不好，
阅读教学的实效性不高，老师带领学生解读时比较肤浅，学
生的心灵深处没有得到深刻的感悟。这说明我在解读文本时
也是比较肤浅的。

三.围绕教学效果进行的反思

在本课教学中，我想我做到了这一点。学生们在整个学习过
程中都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到学习课文的活动中。可以说，教
育目的实现了，教学目标也基本达到了。

不知之处：对于本课的教学重点“人的创造力来源于打破常



规思维方式”，有一部分学生不能理解。主要是他们不明白
什么是“常规思维方式”。这说明我在解释“常规思维方
式”时不够深入浅出，没有多举几个例子。还有就是阅读教
学实效性不高，学生没有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阅读知识、阅
读能力也没能得到提高，没能体现“教，是为了不教”的理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