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皂泡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肥皂泡教学反思篇一

《肥皂泡》一文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冰心的作品，是一篇非
常贴近学生生活而又高于学生生活的文章，意境非常美。冰
心奶奶吹肥皂泡，不但吹出了和我们一样的情趣，还吹出了
自己的梦想，寄托了自己美好的独特的情感。根据本单元训
练重点，学习这篇文章，除了感受文章中语言文字的美，还
应体会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要达成这一目标，我觉得老师应
创设相应的情景，以拉近学生与文章的距离。

课文中一个环节是孩子们默读课文，了解吹肥皂泡的过程以
后，自然会联系到自己吹泡泡的情形，教师抓住契机，让孩
子们说出自子真实而准确地感受，深切体验冰心奶奶时的心
情，对孩子们情感体验进行一次提炼和升华。

本文的重点是理解描写肥皂泡的样子的词语，并能体会用法
的精妙。这个环节中，我设计了一幅泡泡图，让学生结合词
语和泡泡相结合的方式去体会理解词语的意思。“轻清透
明”、“玲珑骄软”、“颤巍巍”“光影凌乱”等词语，都
能结合自己的观察经验解决。那么我觉得重点就在于他们在
想象中读出这几个词语的美，读出他们对这几个词语的理解。

肥皂泡教学反思篇二

《肥皂泡》是我国著名作家冰心的一篇散文，表达了作者对
童年快乐生活的留恋之情。基于文本丰富的画面感，教学中把



“情境”和“文字”结合起来，通过图片展示、引导想象、
音乐渲染、播放视频、游戏演示等途径，引导学生围绕教师
提出的阅读话题，静心阅读，充分触摸语言，潜心与文本、
教师、学生展开多维的对话，将语言文字还原为语言形象，
变语言的感知为画面意境的感受，体悟文本的意境美和语言
美。同时，牢牢把握住“语言文字”这个“根”，进行揣摩、
品析、朗读、表达，引导学生读出意、读出情、读出境，提
高语言理解和品悟的能力，促进语用能力的发展。

教学中创设了活动情境，拉近了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学
生在吹肥皂泡的体验活动中，兴趣盎然，主动积极，既感受
到了作者童年生活的乐趣，同时通过观察也感受了肥皂泡的
光泽、颜色和样子，体验了吹肥皂泡的过程，减缓了理解的
坡度，为理解感悟、想象画面、复述表达等做了很好的铺垫。

需要注意的是以后要加强学练结合，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
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言语表达”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包
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能正确、规范、得
体地，按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运用语言文字；第二个层次是
能创造性地、个性化地运用语言文字。在本课的教学中，可
以通过小练笔，更好地学习与运用动词的表达。

肥皂泡教学反思篇三

《肥皂泡》是一篇非常贴近学生生活而又高于学生生活的文
章，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淳朴，意境深邃精美。童年冰
心吹肥皂泡，不但吹出了快乐，吹出了情趣，还吹出了童年
的梦想，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习这篇文章，除了感
受文章中语言文字的美，还应体会作者的情感和态度，根据
本课教学重难点，我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

一、做吹肥皂泡的动作，加动作读，切实感受语言文字的精
美。课中，特意安排了做吹肥皂泡的动作，既让学生对吹的
动作有了更深的体会，又为理解下文描写肥皂泡的美丽作了



铺垫，让学生把语言文字和感性体验结合起来，减缓了理解
的坡度，以更好地体会作者文笔的细腻与精美。

二、理解文中难懂的句子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又因为学生
都有吹过肥皂泡的经历，所以对肥皂泡的特点有一些基本感
受。“颤巍巍”、“光影凌乱”等词语，都能结合自己的生
活实际，自己的观察经验解决。通过朗读，体会语言的意境
美，把孩子们带到梦幻般的泡泡世界。

三、拓展想像，培养学生丰富想像力。肥皂泡给孩子们带来
梦幻般的感觉，教学中通过朗读，引导学生感受了作者的美
好向往，抓住文中的省略号，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让
学生更加深刻地领会作者的美好情感。

四、通过朗读、配乐朗诵、比赛读、齐读等多种形式，在读
中加深词句理解，在读中体会美好的意境，通过让学生反复
读，以读进入梦幻般的泡泡世界，也把听者带到意境中去。

这一课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课堂上，学生灵活性、主动性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理解还不到位。个别同学没有进到情境
中去，发言不够积极。今后，我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打造出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堂，学生自主学习的学堂。

肥皂泡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是冰心众多作品中的一篇散文，文中写了冰心小时
候玩肥皂泡时的情景，不仅详细地写出了玩肥皂泡游戏的过
程，也对肥皂泡的描写以及产生的美好想象做了生动、细腻
地描绘，不由自主地把读者带入童年的欢笑当中，让人浮想
联翩，让人回味无穷。这是一篇贴近学生生活的课文，但怎
么才能让学生们真正走进文本，走进作者，走进作者的内心
世界，是我备课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于是我设计了由游戏导
入，游戏贯穿全过程，说游戏结束，使学生在“玩”中学，
学中“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课前，我和学生们一块玩了这个游戏，有新朋友参加，学生
们很兴奋，纷纷把他们的肥皂水借给我，我们在玩中比赛，
看谁吹得大，看谁吹得高，看谁能吹出特色。阳光下，大大
小小一串串的肥皂泡折射出五颜六色的浮光，孩子们吹出一
个泡泡，就追逐一个泡泡一起向上吹，几个小脑袋聚在一起，
那情景着实逗人喜爱，同学们都玩得兴高采烈。上课了学生
们发言非常积极，涌跃，并且结合自已的切身体会说得头头
是道。第三自然段对肥皂泡的描写有的学生竟然说作者描写
得不具体，自已也要编上两句。

最后在口语交际环节，我也是让学生说一个自已最喜欢的，
每天都在玩的游戏，学生们有的可说，也更会说。

在这节课当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玩能玩出快乐，也能玩出
感受，玩出效果。我们语文课的教学要能真正以学生为出发
点，从学生关心的，喜欢的，感兴趣的内容入手，就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把学习真正变成一种享受的时候，
就是我们语文课最有成效的时候。

肥皂泡教学反思篇五

《肥皂泡》一文是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冰心的作品，
是一篇非常贴近学生生活而又高于学生生活的文章。根据本
单元训练重点，学习这篇文章，除了感受文章中语言文字之
美外，还应注重体会作者的情感和态度。

以读为主，深刻体会作者的情感和态度。借助读加深对课文
词句的理解，升华情感，体会意境。通过反复诵读，把学生
带入到梦幻般的泡泡世界中去。通过小练笔，学生的生活体
验与情感体验得到了交融，更好地掌握与运用了文章的多种
写作方法，学生读写结合的综合运用能力也得到了切实提高。

拓展想象，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肥皂泡给孩子们带来了
梦幻般的感受，教学中不仅要留意作者的美好想象，还要挖



掘省略号可能隐含的内容，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学
生更加深刻地领会作者的心情。

虽然准备非常的充分，但在录制课的过程中也是状况百出呀，
都是在备课时考虑不周，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更加的细心、有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