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
思(精选8篇)

环保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达成共识并
采取行动。写一篇较为完美的环保总结，首先要观察自己的
环保行为，发现不足之处。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不同人、不
同团队对环保工作的总结和经验分享。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材简说

这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在作者笔下有稚嫩的笋芽儿娃
娃，有温柔的春雨姑娘，有大嗓门的雷公公，还有慈爱的竹
妈妈。春雨的声音是春姑娘弹奏的乐曲，春雷的声音是雷公
公敲响的大鼓，一层层的笋壳是竹妈妈给笋芽儿穿上的一件
件衣服。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雨姑娘对笋芽儿的引发力，
竹妈妈对笋芽儿的束缚力以及笋芽儿自身奋发力交错的形式，
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

课文描写春天的句子真美呀：“桃花笑红了脸，柳树摇着绿
色的长辫子，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着……”课文描写的笋芽
儿真幸福啊：“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太阳公公照
射着她，温暖着她。”笋芽儿勇敢地“脱下一件件衣服，长
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幼小的笋芽儿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
不断努力，终于成长为健壮的竹子，在反复地朗读课文中，
我们一定会为笋芽儿自豪，一定会拥有一份与笋芽儿一样自
豪的心情。课文描写笋芽儿的成长过程也很美：春雨姑娘低
声唤醒她，雷公公大声地呼唤她，竹妈妈百般呵护她，明亮
而美丽的世界吸引着她，激励着她，笋芽儿从开始的撒娇，
到钻出地面，很快就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

如果我们没见过笋芽儿，没见过竹妈妈给笋芽儿穿的衣服，



那最好去看看竹林，去找找笋芽儿，至少也要看看它们的影
像资料或图片，这些对于感悟和理解这篇课文，会有很多帮
助。有条件的班级可以通过课件演示笋芽儿的生长过程。

二、学习目标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
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爱读科学童话故事，能从童话故事中吸取力量，陶冶情操。

三、教学建议

（一）识字写字

本课要求会认的字较多，读音难点也较多。教学中，要注意
指导学生读准平舌音的字“笋、钻、滋”和翘舌音的字“揉、
润”；区分鼻音字“扭”和边音字“唠”。在字形方面，估
计学生对“漆、辫”二字的掌握难度较大，可引导学生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识记。老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参考使用下列识
字教学方法。

1．出示课题，观察课文插图，认识“笋”字。

2．利用形声字的规律识记“唤、唠、揉、抚、扭、滋、润”
等字，结合词句大致理解字义。

3．调动生活积累识字。如，漆黑、轰隆隆、自豪。

4．动作演示识记。如，揉一揉、扭动、向上钻。

5．借助图画、实物识字。山冈、笋、辫子。



6．在语言环境中识字。如，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

7．写字指导。

从本课开始，安排连词书写。9个要写的字中，有三个词语：
世界、笋芽、呼唤。书写时，一定要提醒学生以词语为单位
进行临写，不能写成aabb式。

口字旁的字：“口”字位置要偏上，不宜写得太大。三个带
口字旁的字（喊、呼、唤）中，“唤”是新认识的字，可以
重点指导，右边第六笔“撇”，要上下贯通，不能写成竖、
撇。

冈：横折钩的折笔要垂直，不可向内收；里边的叉不能太小，
第二笔是长点。

笋：中横要长，右边出头。

轰：左边的“又”字捺画变点。

（二）朗读感悟

这篇童话选择一处春景，展示春天生命力的旺盛。要在朗读
理解的基础上，以情感熏陶学生，设计贯穿全文的问题，感
受笋芽儿成长的过程。可采取读读、画画、议议的方式，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自能读书的能力。

1．观察插图，激发兴趣。从图中认识“笋芽儿”是什么样儿
的。激发学生了解笋芽生长过程的愿望。

2．教师范读，启发思考。笋芽儿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让学
生在老师的'声调、表情、动作的感染下，进入到课文的意境
中去。



3．读读，画画，议议：你从笋芽的生长过程中体会到了什么？

4．感情朗读，角色表演。第一、二自然段要读出柔和、轻声
呼唤的语气，感觉“润物细无声”；第三自然段声音稍大、
急促、粗重，读出个性；最后两个自然段要读得响亮、自豪，
表现笋芽长成竹子的欣喜。可将个别读和轮读、齐读、分角
色读结合起来，读出笋芽儿纷纷钻出地面的意境。

（三）积累运用

1．词语积累。

漆黑沉睡撒娇呼唤唠叨爱抚

滋润照射温暖自豪健壮叽叽喳喳

2．句子积累。

（1）啊，多么明亮、多么美丽的世界呀!

（2）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太阳公公照射着她，温
暖着她。

3．摘抄课外读物中描写美好春光的词语和句子，熟读成诵。

4．课外阅读《一粒种子》，想一想：种子是怎样看到外面世
界的？

（四）实践活动

1．根据笋芽儿的特点，编一条谜语。

2．有条件的地方，可让学生实地观察竹笋，画一组竹笋系列
画，或拍一组笋芽生长过程的照片。



四、教学设计举例

片段：扩展运用

1．老师示范引路。

春雨淅沥沥，淅沥沥，

小草呀，快钻出来!快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

小鸟说：“我要给您唱歌!我要给您跳舞！”

2．学生实践。学生个人或小组模仿老师的示例按课文内容进
行写话练习。对韵脚及句式不作要求。如：

春雨沙沙沙，沙沙沙，

笋芽儿呀，快醒醒!快醒醒!

春雷轰隆隆，轰隆隆，

笋芽儿说：“我要钻出来!我要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

笋芽儿说：“我要长大!我要长大!”

3．作品展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作品”。如，
集体朗诵、配乐朗读、自配乐曲歌唱等。

五、资料袋

毛竹



通常高达6至10米。毛竹具有生长快、成材早、产量高、用途
广等特点，是理想的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每逢阳春三月，
雨后春笋顶岩破土，竞相生长。幼竹在一天之内可生长30厘
米以上。在此期间，人们置身于竹林之中，可听到竹笋破土
和幼竹生长发出的声响，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一根毛竹从出笋到长成10多米高的竹子，只需两个月，再经
过6年的加固生长，即成为可供利用的竹材。毛竹浑身是宝，
用途广泛。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二

《笋芽儿》是一篇很美的描写春景的文章，通过写笋芽的生
长过程，让人们来感受春天的生机盎然。

1、本文是一篇优美的拟人的童话散文，课文生动形象，符合
孩子的年龄特点，所以教学时我围绕“美读”来展开。不断
去指导孩子图文结合来观察笋芽，想象笋芽的动态的生长，
想象它钻出地面的开心，想象它长成竹子的自豪。用拟人化
的语言来描述情景，让每个孩子都变成一个个茁壮成长的小
笋芽儿，孩子们越读越兴奋。

2、带孩子走进情境，让表演与朗读相结合，让课堂充满活力。
充分朗读的基础上，我让孩子们分角色读一读，演一演。让
男生来扮读雷公公，让女生来扮读小笋芽儿，给他们的朗读
打分，都是百分出头，且不断鼓励，分数也不断适当攀升。
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的读，声音中传递着一种快乐的情绪，同
样也传递着春意。

在朗读比赛，表演中还有部分孩子因为个人能力的缺陷，表
现不理想，投入的激情不够，所以，面向全体，大力度培养
学困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三

一、教学目标：

1、会认13个生字，会写7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笋芽儿从害怕到勇
敢的生长过程。

3、教育学生不怕困难,奋发向上的精神。

二、教学准备：

插图、小黑板;实物：笋芽

三、教学时间：2课时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观察实物、插图，激发兴趣。

二、学生自读课文，找出生字。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认读。

2、读准下列生字的字音。

弹懒轰隆痒挺撒缩揉雷

3、读准多音字的读音。



le快乐tan弹奏

乐弹

yue音乐dan弹弓

乐：在本课读yue，乐曲。

弹：在本课中读tan，弹奏。

四、指名读课文，初步感知。

1、指名学生朗读课文。

2、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的内容。

3、笋芽儿在ll季节生长。它受到了ll、ll和ll的鼓励，长出来了，
看到了一个ll的世间。

五、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认读后组词。

2、学生自由观察，在小组中讲识字方法。

3、学生自由汇报，师生共同总结。

挡：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个当字。

挤：左边是提手旁，右边是齐字。

唤：左窄右宽，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奂，横要长，撇捺要
舒展。



悄：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肖，上面是个小字头，下面是个
月字，月字第一笔是竖。

顶：形声字，左边是丁，右边是页，最后一笔是点。

芽：上下结构，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牙字。

4、教师在黑板中范写生字，学生观察。

5、学生分辨字形后书写。

6、教师讲评学生的书写。

六、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七、作业

书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

1、出示生字卡片测读。

2、出示带有生字的句子测读。

3、听写词语。

二、学习课文

1、自由读课文，讲一讲你读懂了什么?

2、思考：笋芽儿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3、笋芽儿示在水的鼓励下钻出了地面地呢?

生说师板书。

春雨姑娘唤醒笋芽儿

雷公公给笋芽儿鼓励

竹妈妈鼓励笋芽儿从石子的侧面钻出去

4、笋芽儿钻出地面时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

5、感情朗读，角色表演。

(1)第一、二自然段要读出柔和、轻声呼唤的语气，感觉“润
物细无声”;

“谁当春雨姑娘呼唤笋芽儿?低声的。”

点拨：笋芽儿现在在哪儿啊?

个别读演、男女分段读

(2)第三自然段声音稍大、急促、粗重，读出个性;

“雷公公怎么呼唤笋芽儿的，谁来试试?”

点拨：笋芽儿怎么做?

(3)最后两个自然段要读得响亮、自豪，表现笋芽长成竹子的
欣喜。

自读，试试怎么读好?――指名先说想怎么读再试读。

轮读、齐读两个自然段



6、议议：你从笋芽的生长过程中体会到什么?

7、再读感悟，启迪思维。你喜欢笋芽儿吗?为什么?

启发学生由竹子的成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你们在成长过程
中得到哪些关心和爱护呢?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在这篇课文中你喜欢哪些句子，读一读，说一说原因。

五、作业

1、朗读课文。

2、抄写优美的句子。

板书：2、笋芽儿

春雨姑娘睡

雷公公缩

竹妈妈竹子钻

看美丽、明亮的世界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重视学生的阅读能
力、情感体验的培养。二年级《笋芽儿》是一篇科学童话，
讲的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笋芽儿以顽强的意志，由竹笋
生长为强壮的竹子的经过。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启迪学生要
趁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勇于进取。为了完成本课的教学目
标，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两个方面。



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一直是新课改所
提倡的。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我仍然采用配乐朗读、自由读、
齐读，默读、范读，分角色朗读课文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有感情的朗读。如：为了让学生领会课文中各种"人物"的感
情和心理变化过程。课前让学生听课文配乐朗读录音，让学
生熟悉课文，并在富有感情色彩的课文朗读声中对课文出现
的各种人物(春雨姑姑、笋芽儿、竹妈妈、雷公公、小草弟
弟)在情感上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在学生朗读过
程中，我及时激励，且努力做到评价语言到位，具有针对性。
如："读的很有感情，读出了可爱的语气，读的很认真，声音
很轻柔，读出了雷公公的气势……"。这些话语有利的激发了
学生积极朗读的愿望。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我采用电教手段，让学
生观看录像，投影片，并运用所学的观察方法，欣赏细雨蒙
蒙，春雷轰轰，万物复苏的春景，观察笋芽儿破土而出，最
后长成苍翠青竹的生动景象。使学生在了解笋芽儿的生长过
程中，训练了观察能力，受到美的教育。在学文的过程中，
体会和理解笋芽儿奋发进取的精神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通过电教媒体的直观、形象的画面，配以优美的课件音乐，
学生在笋芽儿前后的语言变化过程中，体会笋芽儿积极向上、
努力进取的愿望。例如："瑟缩着身子"与"一个劲儿地往上
钻"，"央求"与"自豪"，"不住嘴地说"与"急得大叫"等。

总的来说，在教学过程中，本节课力求落实新课程标准的理
念，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五

我依据《新课程标准》中指出的“阅读是学生个性话的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整堂课上，我
特别强调阅读者的个性体验。比如，带有“自己”一词的表
述。如刚开始时我强调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课
堂气氛很快活跃起来，学生较快地进入了情境。在对话训练



中，我让学生读读自己喜欢的角色，读出自己的感受。正因
为学生有了兴趣，才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获得情感
体验，感受语言的美，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如在朗读中很好
地理解了“撒娇”、“唠叨”、“沉不住气”等词的意思，
朗读训练较扎实。

整堂课很好地落实了“三维目标”。知识和能力：结合单元
训练重点，初步掌握有感情朗读课文的方法。在与学生的对
话中理解了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感情，并能通过重点句子
的朗读表现出来。过程和方法：通过四人小组合作，选择自
己喜欢的角色读一读，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跃跃欲试，充分
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情感态度和价观：在朗读中体会了
笋芽儿从害怕到坚强的态度变化，懂得了只有经风雨，见世
面，勇于锻炼，才能健康成长。

当然，在朗读训练方面，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思考：

1、学生善于模仿，不愿意深入钻研，导致朗读的层次性不够
明显，体会不深刻。如在朗读笋芽儿钻出地面这段话时，感
情变化不明显。笋芽儿的心情、小草弟弟说话时的语气没有
很好的区分。

2、《课程标准》指出：学习语文知识是为了运用，应该促使
知识向能力方面转化，特别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即语言
直觉。那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语感呢？我们经常发现：语文
课堂上，学生的'朗读是有声有色，可在课后学生的朗读又是
很平淡呢？甚至是一些练习过的课文。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六

沙沙沙，沙沙沙。春雨姑娘在绿色的草丛中弹奏着乐曲，低
声呼唤着沉睡的笋芽儿：“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

笋芽儿被叫醒了。她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懒腰，看看四周仍



一片漆黑，撒娇地说：“是谁在叫我呀？”

轰隆隆！轰隆隆！雷公公把藏了好久的大鼓重重地敲了起来。
他用粗重的嗓音呼唤着笋芽儿。

笋芽儿扭动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向上钻。

妈妈见了，忙给笋芽儿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还不停地唠叨：
“千万别着凉。”

笋芽儿终于钻出了地面。她睁开眼睛一看，啊，多么明亮、
多么美丽的世界呀！桃花笑红了脸，柳树摇着绿色是长辫子，
小燕子唧唧喳喳地叫着……笋芽儿看着这儿，开展看着那儿，
怎么也看不够，她高兴地说：“多美的春光啊！我要快快长
大！”

春雨姑娘爱抚着她热爱着她。太阳公公照着她，温暖着她。
笋芽儿脱下了一件件衣服，长城了一株健壮的竹子。她站在
山冈上自豪地喊着“我长大啦！”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七

《笋芽儿》是一篇很美的描写春景的文章，通过写笋芽的生
长过程，让人们来感受春天的生机盎然。

成功之处：

1、本文是一篇优美的拟人的童话散文，课文生动形象，符合
孩子的年龄特点，所以教学时我围绕“美读”来展开。不断
去指导孩子图文结合来观察笋芽，想象笋芽的动态的生长，
想象它钻出地面的开心，想象它长成竹子的自豪。用拟人化
的语言来描述情景，让每个孩子都变成一个个茁壮成长的小
笋芽儿，孩子们越读越兴奋。



2、带孩子走进情境，让表演与朗读相结合，让课堂充满活力。
充分朗读的基础上，我让孩子们分角色读一读，演一演。让
男生来扮读雷公公，让女生来扮读小笋芽儿，给他们的朗读
打分，都是百分出头，且不断鼓励，分数也不断适当攀升。
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的读，声音中传递着一种快乐的情绪，同
样也传递着春意。

不足之处：

在朗读比赛，表演中还有部分孩子因为个人能力的缺陷，表
现不理想，投入的激情不够，所以，面向全体，大力度培养
学困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年级语文第课笋芽儿的教学反思篇八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
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爱读科学童话故事，能从童话故事中吸取力量，陶冶情操。

认字写字；有感情地朗读，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往和奋发
向上的精神。

插图、小黑板；实物：笋芽

教学时间：

2课时

（观察实物、插图，激发兴趣；初读课文，认记生字；朗读
感悟。）



1、自由轻声朗读课文，想办法记住生字。

2、小组合作学习：由组长带领大家学习自己不认识的生字。
（读准字音，认记字形）

3、检查小组学习情况：（小组汇报：开火车读生字，说说认
记了哪些字）

重点提醒：读准平舌音的字笋、钻、滋和翘舌音的字揉、润；
区分鼻音字扭和边音字唠。字形方面，交流交流漆、辫的识
记。

4、把生字带进课文里读一读，尽量把课文读通读顺。

1、教师范读。思考：笋芽儿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让学生在老师的声调、表情、动作的感染下，进入到课文
的意境中去。）

2、感情朗读，角色表演。

（1）第一、二自然段要读出柔和、轻声呼唤的语气，感觉润
物细无声；

谁当春雨姑娘呼唤笋芽儿？低声的。/

点拨：笋芽儿现在在哪儿啊？谁来当笋芽儿，表演一下笋芽
儿的动作，撒娇地说话。（个别读演男女分段读）

（2）第三自然段声音稍大、急促、粗重，读出个性；

雷公公怎么呼唤笋芽儿的，谁来试试？（引导进入情境用粗
重的嗓音呼唤）

点拨：笋芽儿怎么做？



（3）最后两个自然段要读得响亮、自豪，表现笋芽长成竹子
的欣喜。

自读，试试怎么读好？（读出笋芽儿纷纷钻出地面的意境。）
指名先说想怎么读再试读。

点拨：用画出笋芽儿看到的美好的春光。/

多美啊！把美景读出来。

笋芽儿怎么长成健壮的竹子的，用横线把答案画出来。（轮
读、齐读两个自然段）

3、议议：你从笋芽的生长过程中体会到什么？

4、再读感悟，启迪思维。你喜欢笋芽儿吗？为什么？

启发学生由竹子的成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你们在成长过程
中得到哪些关心和爱护呢？

5、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美读课文。

（复习词语、句子；指导书写；写话练习。）

1、认读词语：

漆黑

沉睡

撒娇

呼唤

唠叨



爱抚

滋润

照射

温暖

自豪

健壮

叽叽喳喳

2、美读句子：

(1)啊，多么明亮、多么美丽的世界呀！

(2)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太阳公公照射着她，温暖
着她。

1、出示生字生词认读，并组词、造句。

2、重点指导：

提醒：书写时，以词语为单位进行临写，不能写成aabb式。

口字旁的字：口字位置要偏上，不宜写得太大。三个带口字
旁的字(喊、呼、唤)中，唤右边第六笔撇，要上下贯通，不
能写成竖、撇。

冈：横折钩的折笔要垂直，不可向内收；里边的叉不能太小，
第二笔是长点。

笋：中横要长，右边出头。



轰：左边的又字捺画变点。

1、老师示范引路。

春雨淅沥沥，淅沥沥，小草呀，快钻出来！快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小鸟说：我要给您唱歌！我要给您跳
舞！

2、学生实践。学生个人或小组模仿老师的示例按课文内容进
行写话练习。对韵脚及句式不作要求。如：

春雨沙沙沙，沙沙沙，笋芽儿呀，快醒醒！快醒醒！

春雷轰隆隆，轰隆隆，笋芽儿说：我要钻出来！我要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笋芽儿说：我要长大！我要长大！

3、作品展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作品。如，集体
朗诵、自配乐曲歌唱等。

采蜜本：摘抄课文、课外读物中描写美好春光的词语和句子，
并熟读成诵。

资料袋毛竹通常高达6至10米。毛竹具有生长快、成材早、产
量高、用途广等特点，是理想的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每
逢阳春三月，雨后春笋顶岩破土，竞相生长。幼竹在一天之
内可生长30厘米以上。在此期间，人们置身于竹林之中，可
听到竹笋破土和幼竹生长发出的声响，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
与魅力。一根毛竹从出笋到长成10多米高的竹子，只需两个
月，再经过6个月加固生长，即成为可供利用的竹材。[]毛竹
浑身是宝，用途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