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秀7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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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由于三、四行的内容在结构上与一、二两行有相似之处，所
以我觉得可以指导学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自学，小组交流心
得体会，这种以学生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虽然花费学生很多
时间，教师在其中的指导也会显得很复杂，但学生毕竟在探
索，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形成的。

第一张图表中的鸟类是大家熟悉的，结合插图来朗读，记忆
词语，并结合情境说话的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张图
表中的“明亮，晴朗，朦胧”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所
以，在教学中，我采用了联系生活实际和观察课文插图来帮
助学生理解：（明亮）图上有一位老爷爷带着一个小朋友在
干什么？他们说今天晚上的月亮怎么样？（晴朗）那么明天
的天气一定很——（朦胧）如果今晚云很多，月亮一会儿明，
一会儿暗，看东西会怎么样？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选用其中的词语来说话。通过说话练习，既培养了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又反馈了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况。

各种类型的鸟类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数学生能看着插
图就能叫出“乌鸦、麻雀、海鸥、大雁”这几种鸟类的名称。
但“杜鹃、老雕”却难倒了不少学生，于是我适时地补充相
关的知识，让学生具体地认识这几种鸟类的区别，同时出示
说话练习：



森林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鸟，有（ ）、（ ）、（ ）......
我最喜欢的是（ ），因为（ ）。

杜鹃在（ 干什么 ）。

杜鹃在（ 哪儿 ）（ 干什么 ）。

（ ）的杜鹃在（ 哪儿 ）（ 干什么 ）。

（ ）的海鸥在（ ）的海面上（ ）。

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词语练习说话，这也
是为不同层次的学生铺设语言训练的阶梯，教学时，我对学
生的回答都力求做到说完整，对学生的不同表现都给予肯定，
学生的对说话练习有了信心，也乐于表达了。

如：教师里光线很（ ） 明天的天气很（ ）

今晚云很多，月亮一会儿明，一会儿暗，看东西（ ）

通过这一练习，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词语的理解，而且培养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再见了,亲人》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第十册第二单元中
的一篇讲读课文,课文记叙了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离朝回国
时,同朝鲜人民依依惜别的情景,赞扬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
的伟大友谊,这篇课文感情真挚,语言凝炼,句式参差多样,篇
幅较长,是一篇训练学生语言文字的好文章,也是训练学生朗
读的好教材。

如何根据教材提高学生语文整体素质出发,促进学生听、说、
读、写能力的和谐发展,很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呢?我的做法是：



2、注重体现字、词、句、篇的训练。本课教学对字词句的理
解我不是议到表面,而是做到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
的要求,如:“雪中送炭”的理解,我首先让学生从字面去理解,
并说出比喻意,然后再联系上下文去理解这个词。“雪”指困
难,谁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怎样的困难?“炭”本文指什
么?“送”大娘是怎样送的?通过理解这个词,使学生理解了整
段内容,对句子的理解,我抓住课文的重点句子让学生改变说
法,并把改好的句子与原句进行比较,体会句子在文中的含义、
作用,并通过理解重点句子而牵一发动全身,使学生理解了整
篇文章的含义。

3、提出的问题有概括性。比如在分析第二段时,我提出小金
花是个怎样的孩子?从哪些地方看出来?这一问题把整段的内
容都概括了出来,学生带着这个问题去学课文。通过讨论学习,
把小金花的特点分析的很透彻。

4、注重朗读训练,读中悟情。俗话说：“读书百遍,其意自
见”可见读的重要性,本节课,我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了各种形
式的读,有自由读,有个别读,有齐读,让学生从读中体会中朝
军民的深厚情谊,进而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注重培养学生想象力。该文语言凝炼,为培养学生的语感,
我引导学生联系课文内容,启发他们展开想象,丰富课文内涵,
拓宽思想,强化积累。如启发学生想象:八年来,志愿军为朝鲜
人民做了哪些事?课文后三个自然段,通过朗读引导,让学生想
象千千万万个大娘、小金花、大嫂到车站送行的情景,这样不
仅对学生理解课文很有帮助,而且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6、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导、扶、放”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第
一自然段与大娘话别的情景时,我采用了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这是全文的重点段,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
深情厚意,第二段采用“扶”的方法,第三段放手自学,这
种“导、扶、放”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教给
了他们读书的方法.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1.以解决问题入手，感受分数的价值。

从分饼的问题开始引入，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
当商不能用整数表示时，可以用分数来表示商。本课主要从
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借助学生原有的知识，用分数的意义来
解决把1个饼平均分成若干份，商用分数来表示;二是借助实
物操作，理解几个饼平均分成若干份，也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商。而这两个层面展开，均从问题解决的角度来设计的。

2.分数意义的拓展与除法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步。

当用分数表示整数除法的商时，用除数作分母，用被除数作
分子。反过来，一个分数也可以看作两个数相除。可以理解
为把“1”平均分成4份，表示这样的3份;也可以理解为
把“3”平均分成4份，表示这样的1份。也就是说，分数与除
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建立过程，实质上是与分数的意义的
拓展同步的。

教学之后，再来反思自己的教学，发现就小学阶段的数学知
识存储于学生脑海里的状态而言，除了抽象性的之外，应当
是抽象与具体可以转换的数学知识。整节课教学有以下特点：

1.提供丰富的素材，经历“数学化”过程。

分数与除法关系的理解，是以具体可感的实物、图片为媒介，
用动手操作为方式，在丰富的表象的支撑下生成数学知识，
是一个不断丰富感性积累，并逐步抽象、建模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丰富数学学习材料，
二是在充分使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学生逐步完善自己发现
的结论，从文字表达、到文字表示的等式再到用字母表示，
经历从复杂到简洁，从生活语言到数学语言的过程，也是经
历了一个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2.问题寓于方法，内容承载思想。

数学学习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方法自然就寓于其中;学习
内容则承载着数学思想。也就是说，数学知识本身仅仅是我
们学习数学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知识为载体渗透数学
思想方法。

就分数与除法而言，笔者以为如果仅仅为得出一个关系式而
进行教学，仅仅是抓住了冰山一角而已。实际上，借助于这
个知识载体，我们还要关注蕴藏其中的归纳、比较等思想方
法，以及如何运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
的数学素养。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我进行了“比例尺”的教学，我是这样进行教学的：

首先，我创设了一个情境，引导学生明白按照实际尺寸绘制
平面图是不可能的，初步产生缩小放大的需要，引入了学生
对新知学习的渴望，进而，让学生初步了解比例尺在实际生
活中有缩小和放大两方面的应用，进而，引入了学习比例尺
的必要性，导入新课的学习..

接着，通过学生的自学让学生自己说出了什么是比例尺，我
直接给出了比例尺的相关定义，进而，结合例题引出数值比
例尺以及它的含义的理解.

然后，引出线段比例尺的学习，紧接着，进行了数值比例尺
和线段比例尺的互化教学，进而，引导学生总结出：为了计
算简便，通常把比例尺写成前项或后项是1的比.

然后，介绍放大比例尺，同时跟缩小比例尺进行对比,最后，
作了相应的练习，对新知进行了巩固与内化，加深了学生对
比例尺的掌握.



事项，不断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计算习惯.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我以审美为核心，让学生在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结
合学生年龄特点，为学生创设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以旅行的方式，让学生听到了森林里不同的声音、城市中车
水马龙的声音，给学生自主地合作、探究、创造性的去发挥
想象力的空间、让学生通过音乐教学实践、奥尔夫音乐律动、
音乐小游戏产生对音乐的强烈兴趣与爱好，培养学生感受音
乐、表现音乐、认真聆听音乐的能力和好习惯。同时，我觉
得教学中教师要设计更多巧妙的环节让学生去实践，去创造
（例如歌表演、创编舞蹈动作、自编歌词等）。

不足之处：

1、课堂纪律把握的不好。

2、以聆听音乐为主做得少，培养学生自学这一方面做的不好。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改进，多以游戏教学法为主，让学生学
得更轻松更喜悦，更能体会音乐中的美。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六

《小露珠》这篇课文是一篇非常优美的科学童话，又似一部
富有美感的动画片。她的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形象美。如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翩翩起舞的小蝴蝶、天真可
爱的小蟋蟀，人情味十足的喇叭花等等都给了孩子鲜明的印
象。二是故事的意境美。从夜幕降临小露珠开始形成，受到
各种小动物们的赞美，到无声地滋润、装点植物，与植物们
依依惜别，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浓浓的人情味。三是语言美。
让学生领略了语言文字的精妙。这篇文章可以成为帮助学生
训练语言、体会美好意境、陶冶学生性情范本。



第2——第5自然段，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和入境的表演，让学
生体会小动物们对露珠由衷的赞美和喜爱。指导动物的表演
时，我从生活出发，先让学生模仿动物的动作、叫声；接着
走进文本，阅读体会，从而揣摩小动物的神态、动作，引导
学生演绎好青蛙的“跳“，跳得轻盈、快乐；蟋蟀的“爬”，
爬得机灵可爱；蝴蝶的“落”，落得优雅大方。

读完第七自然段，在学生充分感受了小露珠外表的可爱、美
丽以及内在高尚品格的基础上，我设问：“学了这篇课文，
你们喜欢小露珠吗？那我们来赞美一下小露珠吧！”让他们
以小小组为单位，合作着把文中描写小露珠的外表美与内在
美，通过自己语言的整理来赞美小露珠。“一石激起千层
浪”，学生在合作交流中思维活跃，畅所欲言，他们稚嫩的
语言表达了对小露珠的热情赞美。我想：通过读、品、演、
赞，孩子心中的小露珠形象肯定会越来越高大了吧！

平方根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七

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课文就是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学生
学语文是学课文的语言，课文的表达形式。我们要充分利用
教材，让学生在学习课文中感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样
才是真正的学习语文，也才能真正的提高语文学习的实效。
结合单元的训练重点，本文的语言训练主要是围绕：复述、
转述和想像说话。

1、运用复述，促进语言表达

“复述课文”是本册教材第五、第六单元的重点训练目标。
作为第六单元的第二篇文章，“复述”这一要求，在前面已
经出现过多次，有按事情发生顺序复述内容的；有抓重点词
句复述的；有提纲复述的……这篇课文的复述，我主要围绕
介绍“摇花船”这种民间艺术活动为抓手，先分后整。现复
述花船的样子、花船是怎样摇的，摇花船的规矩，在把这些
内容合起来。这一过程体现从扶到放，也为课后语言直播厅



中的课外作业服务。

当然，在分部复述中，我用的方法也不同。复述花船的样子，
我借用图片；在复述怎样摇得内容时，我抓住了花船姑娘的
动作；复述要花船规矩时，我借助板书。选用多种方法不仅
是为了让课堂更生动，更主要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一些复
述的`方法。

2、运用转述，促进语言表达

语文新课标也提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重视思维能力
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
方式和思维品质，而语言活动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一切
语言活动都是思维运动的结果要学会说，先要学会善于发现，
善于整合转述。

转述不是本单元的训练点，但根据课文的特点，结合本次的
研究课题――《立足文本，提高高年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的策略研究》，在学习第6小节时我让学生进行转述。这一部
分教学不是为转述而转述，通过转述训练了学生的思维，通
过转述让学生更好的走入文本，了解民俗活动，感受“幸福
的感觉”。

3、运用想象说话，促进学生语言表达

语文教学的思维性不仅体现在课文内容的分析理解，层层深
入，还体现在对课文主旨的感悟上，为更好感悟“幸福”的
感觉，课中还增加了一次表达感悟――想象说话。“乡亲们
都来祝贺，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这个说话练习，既训
练学生语言文字的表达，又理解了民间艺术活动都是对美好
生活的祝愿。

4、读悟结合，升华学生情感体验



总以为在处理句子朗读时，应先理解句子，再反复指导读。
但这次是个改进，词语句子也是先理解，不同就在于把理解
词语与句子相互捏合起来，理解一段读一段，理解一句读一
句。把指导朗读的过程与理解句子的过程结合起来。使指导
的过程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学习课文第二部分，体会作者“幸福”的感觉时，我重点放
在读，从读中悟，从悟中读。在感受幸福的原因“我竟成了
那一代最美的花船姑娘。”时，我通过三个层次的朗读，让
学生从情感上认同，感受到惊喜、自豪、激动，其实就是一
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