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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二年级语文揠苗助长教学反思篇一

揠苗助长是一个成语故事。讲的是古时候有个人用拔高禾苗
的方法帮助禾苗长高，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的故事。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不按事情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急于求成，反
而把事情弄糟。

在学习时，抓住“巴望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这一关键
的句子展开阅读，先找出描写农夫的动作、神态和语言的词
句，从“巴望”“天天”“焦急”等语句上感受农夫内心的
焦急；再抓住“终于”“急忙跑到田里”等词句体会农夫想
到办法后急切、兴奋的心情。然后边读边想：“农夫帮助禾
苗长高的结果？禾苗为什么没有长高反而都枯死了？”从而
理解“揠苗助长”的意思。

这节课虽然在教学设计上有很多考虑，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
了一些问题。教师在一些环节的处理上不够灵活，比如，在
对每一段重点词的处理上，因对课堂的时间把握的不太准确，
害怕学生回答不上来，好几个学生才能说对，这样浪费时间。
所以，直接把重点词告诉了学生，这样的问题设计的非常好，
但是这样的处理对学生课文的推敲训练效果是非常微小的。
在以后的教学生活中，我要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随时进
行改正，提高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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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我们名师成长小组的活动主题是读写结合，怎样让读写
结合不仅仅是个形式，而具有自己实实在在的作用一直是困
扰我的问题，后来听了张小娟老师、李冬梅等老师的几节课，
发现课上都有写法的指导，那么我一个三年级的老师也需要
对学生进行这样的写作指导？让学生现场开写吗？《小学教
学》此时为我解开了疑惑，上面登了一篇《阅读教学中随文
练笔的问题与重建》，里面明确指出：改变只有动手才是写
的观念，读与写应是一个整体，读写结合有外显的，能及时
练习，看得见，摸得着，更有内隐的，很多阅读中的积累会
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看到这些，我豁然开朗，因此，我不
再刻意追求这个点，而是寻找预言中的空白，充分激发学生
的想象，让孩子在不断地想、不断地说中，感悟农夫的愚蠢，
就在这不断地说中，孩子们更好地积累语言、走入文本，感
受农夫一次次内心的变迁。

2、语文上出语文味

语文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对文字的把握、对词语的积累，
在教学中，以词为基，以句为本：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干嘛
用终于？对呀，想出办法不容易，猜猜他都想了多少办法，
最后才选择拔？没有意思的讲解，但就在这猜猜中，就在学
生的解读中推进了文本，终于的意思孩子也明白了，他的内
涵孩子们也刻在了心中。

整节课，引着学生在文本中走了个来回，有了前面的想、前
面的表达，才有了后面续说的水到渠成。

3、教做人应渗透于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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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揠苗助长》是s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篇寓言。



讲的是古时候有个农夫为了能够让禾苗快些长高，而将之一
棵一棵往高处爬，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的有趣故事。本课的教
学目标就是要学会本课生字词语，读懂课文，并能从中明白
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从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出发，在第
一则《刻舟求剑》的教学时重点教会学生学习寓言的方法，
因此本课的教学设计，我主要是要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点
拨下自读自悟，掌握学习的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课教学基本上能够达到我预期想达到的教学目标，所以在
听完课后，老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本课教学无
论是老师的教学模式，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
的改变，真正贯彻新课标的教学理念，确实落实新课程改革。
在对学生的朗读训练上做得到位，也是这节课的亮点之一。
首先，在初读课文的设计上，能够让学生带着问题初步感知，
并能利用观看动画课件，让学生整体感知。再读课文时，带
着一定难度的问题深入学习，步步深入，循序渐进，自渎自
悟，在小组里合作探究，真正落实单元目标，突出教学重点，
敢于放手，给学生足够的自主学习机会，并在此基础上拓展
延伸，将自主学习的空间还给学生。但不足还是存在的，如
果教师能够更全面地关注全体学生，善于抓住学生的闪光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那将更锦上添花。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正视自己的优点，祢补自己的不足，
使自己不断成长。

《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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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寓言故事学生早已有所耳闻，故事中的农夫为了能让自
家的'禾苗长得快些，愚蠢地将田里的每棵禾苗都往上拔了许
多，辛苦了一天没有想到反而帮了倒忙，禾苗全都枯死了。

这个农夫做事很性急，为了让学生体会到这一点，引导学生
仔细阅读课文第一自然段，找找从哪些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
个性急的农夫。学生通过朗读，找到“巴望”、“天天”等
词，比较“天天”和“常常”的区别，想象农夫“天天”去
农田看禾苗的情景，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埋下伏笔，这是一个
不同寻常的农夫。不同寻常的农夫终于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
事——将田里的禾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尽管累得筋疲力尽
可是仍然感到很自豪很骄傲，因为禾苗在他的帮助下长高了。
可是第二天，等儿子去看的时候，结果却出乎意料，禾苗都
枯死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违背了事物的生长规
律，由于他天天去农田看禾苗，就不容易觉察到禾苗的细微
变化；由于他心太急了，就越希望禾苗长得快些，在这样的
心里怂恿下，他做了一件蠢事。

学生在课堂上生动地再现了农夫在田里忙活的情景，抓住表
情和语言表现出农夫的性急，很好的表演了这个故事。

遗憾的是，学生的思维还没有延伸出去。假如农夫现在知道
了这个道理，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促使他的禾苗长快些呢？假
如农夫的儿子早点制止父亲愚蠢的行为，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假如你是农夫的邻居，你会怎么劝阻这位农夫？学生讲得头
头是道，课外阅读成了他们发自内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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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寓言是家喻户晓的作品，语言简洁明快，内容生动有趣，
勾勒出了古代一个可笑的人物形象，做事急于求成，违背常
理，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在本课的教学中，着重引导学生
抓住课文的重点语句，插图，分析人物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
动，读懂课文。所以在本课的教学中，设置了较多的问题去
引导学生朗读。朗读是理解课文的最好手段，结合重点词句，
体会人物的语言和心理，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深入理解课
文内容。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理解了人
物。在对情节的深刻体悟中，读出理解、读出个性，解读文
本。但是在设疑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抓住重要问题
对学生进行引导，问题比较琐碎，导致没有提供给学生更多
的思维空间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其二，词语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深入细致的让学生理解分
析。可以采用逐字理解或表演说话等方法让学生明白透彻。

第三，综观全堂课，教学设计不够新颖，能吸引学生的成分
比较少，可以采用读完课文后，让学生对本故事进行表演，
以进一步理解词语，理解课文。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
实际，引导学生理解感悟。抓住课文的内在联系，分析因果
揭示寓意，让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