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
(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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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一

《文具的家》是一篇记叙性的文章，文字活泼，富有童趣，
并配有两幅生动有趣的插图，符合一年级儿童的审美情趣和
阅读心理。

本课在教学设计时意在从学生兴趣出发，通过猜谜语的方式
导入，并进行扩词训练，借助课文插图让学生理解课文的主
要意思，人物的情感。教学中创设趣味的学习环境，用“闪
电读词”和“闪电出字卡”的游戏调动学生自主识字的积极
性。在课文阅读方面，以“朗读”训练为主，指导学生通过
朗读认识生字、会读对话、了解内容，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
感情和趣味。借助顺口溜总结整理物品的方法，通过“文具
认领会”和“整理书包比赛”鼓励学生养成爱护文具的好习
惯。

课堂伊始，以谜语形式导入，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气
氛。将学生熟悉的文字和图片相联系，结合学生生活经验，
引导学生主动识字，力求识用结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阶段学生“会认”与“会
写”的字量要求有所不同。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创设
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引导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主动识字，力
求识用结合。在这篇文章的生字教学中采用了多种识字法，



抓住重点生字加以指导，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识写分开，目标落实到位。

初读课文、识字环节，根据低年级学生的特点，运用多种识
字方法，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来提高学生的识字效率。
通过师范读、学生自由读、轮流读等方式，让学生在语境中
学字。“闪电出字卡”游戏旨在让学生愉快地巩固生字。

学习课文时，借助插图，结合生活情境，了解词语意思，同
时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爱惜文具的。通过朗读、
分析课文，学生明白了爱护文具的意义，再通过实际的“整
理书包比赛”进一步明确了应该怎样去爱惜、保护文具，促
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二

《文具的家》这篇课文内容很符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所以
结合学生的实际来教学，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反思12。

这篇课文，准确地指出了学生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天丢了铅笔，
明天又找不到橡皮，后天作业本又没有带来，上课时，书又
不在书包里了等等。基于此情况，教学时，我就出示了学生
们丢失的一大把文具铅笔、橡皮、尺子等等。问问这是谁丢
失的？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承认是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让他们仔细想想，看
看，这一大把文具里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呢？于是让小朋友们
辨认自己的东西，通过仔细观看，有的同学说，铅笔像我的，
教学反思《反思12》。另一个同学说，尺子是他的。这样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说起来了，认真仔细地把丢失的文具都
找到了自己的小主人，找到自己的家了。那看看课文是怎么
让文具找到家的呢？引入课文内容。以此方法帮助文具找家
的方式来引入课文，激起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我还特别出示妈妈说的话，让孩子们认真多
读几遍。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在学习小组里先来说说自己有没
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妈妈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再指名再班
硷述说，这样学生就打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引起了孩子们的强烈共鸣。从而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要爱护文
具，放学回家养成收拾文具的好习惯。通过学习，孩子名真
个个都把文具，书包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了。起到了
很好的教育作用。

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三

“以赛促学”――这是我对这次“新竹杯”教学比赛最大的
感触。很感谢师大附小经常举行的教学教研活动，这让新老
师在实践中提升教学水平。

这次比赛我抽到的课题是一年级下《文具的家》。这次，我
选择的还是第一课时的教学。

经过大半年的学习，对备好一堂课有了一定的认识。拿到课
题后，我便研究了教参做出了简案，接着找了很多其他的教
学设计加以比较，看看别人是怎样设计课程的。在写详案的
时候，注意到了教学目标的重要性。在之前的备课中，我常
常把教学设计放在第一位，觉得怎样把课程设计的“花哨”
更重要，但经过第一天的教学比赛几位评委的点评后，我才
深刻地明白所有的教学设计都是以目标来定的，目标是非常
重要的，整个课堂都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所以我精简了教
学目标，就是识字、写字、读书，不掺杂其他的东西，这样
做使我在试教时，可以在一堂课之内把所有的内容给上完，
这是在之前上课时很少发生的。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谨记
教学目标的重要性，精简上课语言，不说“废话”，把时间
给学生，把握好上课时间。

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感觉到了“师父”的重要性。自己毕竟
是新老师，对课堂教学内容把握还不是很准。在请教师父后，



师傅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教学缺乏语用，只是干教但
并没有联系实际来进行练习。这让我明白了一堂课中不仅是
老师教，学生学，还要通过一些联系来巩固所学知识，更甚
于举一反三，拓展学生的思维。

上好一堂课一点也不容易，但经过这次比赛，我更感受到其
中的不容易，许许多多的细节都是要注意的，但也是这次比
赛，让我又成长了。

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的开头我同样用了猜谜的方式来进行导入，学生对
于这种方式通常很感兴趣，当谜底手揭示的时候，我在手之
前加了个（），让他们在里面填上合适的形容词，于是“美
丽的”、“可爱的”之类的形容词就有好多，当有一个学生
提到“胖乎乎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词语将其导入进今天
的课文中，在这堂课中我觉得我用的这个课前导入是比较成
功的。第一课时注重的是生字词的识记，在教生字的过程中，
我采用了齐读、开火车读及男女声朗读等方式来进行，学生
很喜欢这种朗读方式，所以气氛也显得比较热烈，在这里我
还套用了一个“小小播音员”的游戏来帮助记忆生字，效果
比起以前的死记烂背自然是要强的多。这节课也有些不足之
处，在指导书写时，我没有太注重与过去生字的连接，比如说
“看”和“着”，缺乏知识的连贯性是我教学思路上所不足
的。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先复习上节课中的生字，让学生对生字有
了进一步的巩固，这在第二课时中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教朗
读的过程中，我重点提出了三句话：“这胖乎乎的小手替我
拿过拖鞋呀”、“这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洗过手绢啊”和“这
胖乎乎的小手帮我挠过痒痒啊”，这三句话分别是爸爸、妈
妈和奶奶说的，所以在指导学生之前，我先让他们想一想在
家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他们是怎样说话的，在出示这些
句子，我觉得这样对于学生模仿语气会有些帮助，在说到挠



痒痒的时候，我让学生模仿动作，学生特别感兴趣，后来我
进一步提出要求，让他们边做动作边朗读，有些学生做起来
很滑稽，学生们在开心的气氛中朗读，这是在这节课中我觉
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便是在创作画的过程中，我
让学生写上想说的话，很多学生并没有理解意思，结果并没
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在拓展性训练上还有待加强。

北师大版二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五

《文具的家》这篇课文内容很符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所以
结合学生的实际来教学，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篇课文，准确地指出了学生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天丢了
铅笔，明天又找不到橡皮，后天作业本又没有带来，上课时，
书又不在书包里了等等。基于此情况，教学时，我就出示了
学生们丢失的一大把文具——铅笔、橡皮、尺子等等。问问
这是谁丢失的？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承认是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让他们仔细想想，看
看，这一大把文具里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呢？于是让小朋友们
辨认自己的东西，通过仔细观看，有的同学说，铅笔像我的。
另一个同学说，尺子是他的。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说
起来了，认真仔细地把丢失的文具都找到了自己的小主人，
找到自己的家了。那看看课文是怎么让文具找到家的呢？引
入课文内容。以此方法帮助文具找家的方式来引入课文，激
起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我还特别出示妈妈说的话，让孩子们认真多
读几遍。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在学习小组里先来说说自己有没
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妈妈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再指名再班
硷述说，这样学生就打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引起了孩子们的强烈共鸣。从而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要爱护文
具，放学回家养成收拾文具的好习惯。通过学习，孩子名真
个个都把文具，书包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了。文章起



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7、《文具的家》教学反思

本单元是围绕“习惯”这个主题，4篇课文都渗透着责任意识
和良好习惯的养成。《文具的家》这篇课文通过妈妈和贝贝
的对话，教会学生要整理、保管好自己的文具。

在上课时以谜语形式导入，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气氛。
将学生熟悉的文字和图片相联系，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引导
学生主动识字，力求识用结合。在我ppt出示图片时，问：图
片里有什么，学生在回答时引导学生把图片说完整。一年级
的孩子看问题时比较片面，自己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不能
全面的思考，因此，我在找同学回答问题时引导他们说完整
的句子，如：我看到了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先是找
了一个中等的学生回答，说完后我补充了，接着找了一个成
绩好的同学，阅读能力强的孩子说的比较完整，然后再找个
基础比较差的孩子，也能把话说完整，因为听了前面两位同
学的回答之后有个对照，在课堂上我尽量做到关注每个孩子。
接着我总结：“这些文具能帮我们做许多事情，就像我们的
伙伴一样，每天和我们在一起。”

读好对话是本课朗读教学的重点，特别是3、4、5自然段对话
的形式，在整节课中反复的指导朗读，先是自由读，读得好
的同学示范读，小组比赛读，分角色读，让孩子们有朗读的
兴趣，喜欢上朗读，所以我就用欣赏的方式表扬他们读的越
来越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通过朗读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
感情和趣味。并鼓励学生养成爱护文具的好习惯。

每节课最起码有10分钟的写字时间，先让学生观察字的结构
以及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上个星期在树兰南校区听了一节课，
印象深刻，特别守于写字的指导，对于左右结构的字，口诀：
一看左右，二看上下，三看重要笔画。这样让学生更加明确
左右结构的字该怎样写的好看又正确。然后互相交流每个字



的间架结构和笔顺规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把生字
书写得正确、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