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 彩色的翅膀
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一

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主要讲了战士小高把昆虫带往宝石岛，
希望这些精灵们能在海岛上安居乐业，同时也体现了海岛战
士们保卫海岛、建设海岛的爱国情怀。

课文学习完了，但总体感觉这节课自己和学生们都学的很累，
思其原由还是因为自己讲得太多了，没有让学生真正成为课
堂学习的主人，虽然说本课的教学任务基本完成了，但新课
标要求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却没有很好的体现，教学的过
程中，几乎所有的思考与学习都是我提前预设好的，学生大
多数时间里还是跟着老师走，学习显得很被动，本不该被动
的学生却被动了，本不该主动的老师却主动了，以致于课堂
中学习显得很没有生气，或者说没有学习的那份激情，这样
的课堂教学成了自己一个人的表演，没有了生成的精彩，学
生们的思维被自己牢牢地牵着，总在一个小的框框里转悠。

在设计本课的教学时，总想着略读教学应该把时间交给孩子
们，让他们自主的学习，可是自主学习，又害怕孩子们浪费
时间，自己心里很矛盾，在授课时，设计的几个问题其实也
就是课文的重点内容了，可是发现学生们总是很迷茫，总是
领悟不到其中的内涵，反思其中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没有
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读没有到位，没
有真正得走进课文中间，走进文本人物的内心，只是在老师
的引导下泛泛地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从学生的回答中我也发



现他们的这些感受都很生硬，根本没有真正得和文本进行对
话，一节看似流畅的课堂教学，但其中的隐藏问题真让人深
思。

虽然，没能真正引导学生走进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没有
引导学生体会、表达出文本的中心思想，但我想有失就有得，
这一不成功的课堂教学又唤醒了我对自己教学方法的反思，
阅读教学，读是最重要的，读的到位，读的真切，读出自己
的真实的感受来，或许文本想要传达的思想也就在学生们心
中生根发芽了，或许课堂学习中的生成也会更精彩，课堂教
学的精、气、神也会更加的突显！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二

文章中的战士们的情怀表现得比较含蓄，只有一个小高的形
象显而易见，而后就是一次活动——“尝瓜会”。但是细细
品读之后，发觉课文的字里行间不缺少对战士们的描述和赞
美。

如：课文的的第十一自然段中：两年前，战士们来到宝石岛
上，建立起这个新的阵地。他们在岩石下、小路旁，垒出一
块块“海龟田”，把从家乡带来的蔬菜种子，连同自己建岛
爱岛的深情一起播种下去。

这其中不难发现这个岛的风景——荒无人烟，但是对于这样
的环境战士们抱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开始了建造，一块块的“海龟田”，就是见证。

在这里我大胆的让学生们想象，让他们用自己的联想去看看
这片荒芜之地。同学们很快的便发现了这里的颜色：黄的、
绿的、灰的，许许多多，在他们眼里这里不是美丽的，而是
荒凉的。此刻我再话锋一转，请他们想象战士们，想象他们
在种什么，此刻许多同学不再局限于书本，有的说：“战士
们是在种自己的深情，一种爱的深情”，有的马上说：“战



士们是在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希望，因为他们坚
信，在这里一旦有了第一株蔬菜，便有千千万万的蔬菜，便
有数不胜数的水果，便有高大挺拔的大树，娇艳美丽的花朵，
生命力顽强的小草。”有的同学思考得更深，他说战士们其
实在种自己，就是在种人，他们把自己种在了祖国的边疆，
祖国的领土，在这里开花，在这里结果，在这里繁衍生息。

此刻我见好就收回到课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战士
们种下了许多许多，所以这里不再是灰色的黄色的，这里是？
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告诉我是彩色的，是美丽的。于是我便更
大胆了，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是那个西瓜
我会让分享，因为他开始了自己的小练笔。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三

《彩色的翅膀》记叙了一位扎根海岛的战士，利用回家探亲
的机会捕捉小昆虫，并将它们带上海岛来，给他们种植的蔬
菜瓜果传授花粉的事。文章透露出来的是感动，战士带着昆
虫归队，大家对那个来之不易的瓜的爱，扩大开来，是对海
岛对祖国的'爱，那样的爱由那彩色的翅膀舞动着，没有豪言
壮语，只是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浓浓的爱。

本课的教学，我是这样进行的：

1、朗读贯穿教学始终。朗读是进行阅读教学的重要形式和手
段，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
段和标志。本课的教学我以朗读为重要内容之一。紧扣重点
语句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有默读、自由读、引读、男女生
比赛读、个别读等，精讲多读，以读代讲，读中感悟是这节
课的特点。

2、注意教给方法，注重培养能力。教学中引导学生在阅读的
过程中，整体入手，整体把握，整体感知；引导学生重点精
读、品位赏读；指导学生采用“读、找、画、思、议、写”



等方法读懂课文，理解课文内涵。感悟课文中心。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四

首先我通过关键字词的理解感受战士们对海岛的热爱。其次
我通过体验与想象丰富感受。“战士们都笑着，用两个指头
捏起一小片来，细细端详着，轻轻地闻着，慢慢地咬着，不
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象有一股甘泉，流进了每个战士的
心田。”这段文字，我不仅从战士尝瓜的动作中体会战士们
对岛上结的第一个西瓜的珍爱，还边模仿着尝瓜的动作，边
想象战士们尝瓜时心里是怎样想的，嘴里是怎样啧啧赞叹的，
体会他们为了西瓜生长付出了许多心血，这西瓜凝结着战士
们建岛、爱岛的深情啊！朗读是体会感情的好方法，朗读是
比较费时费力的一件事，有时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如
此，学生更是如此，我有了这样的感受，自己练读了两遍，
就声情并茂，有滋有味多了。

当我胸中有了这些“丘壑”之后，在课堂上对课文的把握就
轻松自如多了。

1.导入设计：

我们在第一单元欣赏了大自然绮丽的风光，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面对如诗如画的风景，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日新月异
的变化，让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感到无比自豪！詹天佑的爱
国精神和卓越才能让我们佩服。季羡林身在德国对祖国亲无
限眷恋让我们感动。而驻扎在海岛上的边防战士，他们用自
己的方式也表达着对祖国海岛的热爱。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
西沙，走进海岛，去了解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__《彩色的
翅膀》（复习学过的知识，引出本节授课的内容，第一单元
主题是热爱大自然，第二单元主题是热爱祖国，再次提醒学
习单元的主题。）



2.学习过程：

揭示课题，板书课题后我随机问学生：同学们看到这个题目，
有什么疑问吗？（学生说，翅膀为什么是彩色的？）问得好，
会思考的学生才会学习，让我们带着问题，看一下这篇略读
课文的链接语，请同学们默读，从中找出来学习这篇课文的
要求。同学们很快的就找出来了，一是想一想小高为什么要
把昆虫带往宝石岛？二是交流读完课文后的感受。我又为学
生添加了一个问题，这是一篇记叙文，我们学习记叙文要会
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所以读完课以后，你还要说一说课文
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现在学习这篇课文，我们就有四个问
题要解决。一是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儿？二是小高为什么把
小昆虫带但海岛上来？三是读完课文你有什么感受？还有你
们刚才提出的问题，翅膀为什么是彩色的？（把知识问题化，
让学生明确了本节课学习的目标，阅读文本解决这几个问题）

首先请同学们朗读课文，同桌分段读，注意互相纠正字音，
个别词语不懂得要画出来，读完以后，进行交流，如果还不
懂，就可以向班内其他同学提出。结果同学们读完课文之后，
没有同学提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也许是因为有老师在听课
的缘故吧！我就把“气氛、晕船、拖蔓”这几个词写在黑板
上，让两个学生（3号、4号）站起来读一读，结果他们都读
错了。所以在纠正过这两个字的读音后，为加强记忆我又让
学生用上两个词说一句话。一个学生说的非常好：“在这非
常融洽的气氛中，只见她紧闭着嘴唇，不说话，靠着栏杆，
他原来是晕船了。”（学以致用、略读课文也不可忽视词语
的学习个积累）

解决了字词问题后，我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再想一想课文
写了一件什么事？（课标要求高年级学生要会快速浏览文章，
要能概括文章的意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学生学
会概括文章的方法。我先让学生找出本课的人物，再看他做
了什么。最后有两三个学生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
了。（海防战士小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把小昆虫带到海



岛上来，为海岛瓜果蔬菜授粉的故事。）之后我随机又问了
一个问题，小高是怎样把小昆虫带到海岛的？学生很快在文
中找到了关键语句，就是写小高把大提包扔在一边，把小纸
箱抱在怀里边的那句话，并且从这句话中读出了小昆虫在小
高心中地位很重要，爱小昆虫就是爱海岛啊！

接下来思考战士小高为什么要把小昆虫带到海岛上来呢？我
发现每组的一号和二号同学马上就找到了答案，但是其他同
学还在犹豫，于是我让学生小组内交流讨论，短短两分钟之
后，每个小组的同学都明白了原因。（不可小看合作学习，
兵教兵效果显著）

那么，读过这篇课文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解决这
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求学生，在文中找出关键语句并且画出
来，把自己的感受在旁边批注，一会儿和大家分享。（抓住
关键语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这是本单元导读中的一个学习
要求）然后就围绕着站边防战士爱海岛，在文中找出来有关
的语句，学生边读边体会，尤其是品尝西瓜那一段，连
连“捏”“闻”“咬”等一系列动词，边读边做动作，深深
体会到了海岛战士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爱。

最后，我又问同学们：小高带来的小昆虫，现在怎么样了呢？
孩子们一下子就在文章的结尾处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文
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正在窗玻璃
外边扇动着它那对美丽的翅膀（身边没课本，想不起来原句
咋说的）。可见这些小昆虫就像我们海岛战士一样，已经在
海岛上安居乐业了。现在同学们明白课题中“翅膀”为什么
是彩色的呢？不单单是蝴蝶等小昆虫的翅膀是彩色的，他们
的生活也将会是彩色的，他们的愿望也会是彩色的，他们美
好的明天也会是彩色的。

3.小结：

也正是这一代代热爱海岛的战士们，他们扎根海岛，建设海



岛保卫的海岛，让海岛的天更蓝，水更美，人也更幸福，我
相信，可敬的边防战士，一定会实现他们美丽的愿望，迎着
朝阳，带着彩色的翅膀，绽放出奇异的色彩。

4.拓展：

让我们想一想，通过一代代海岛战士的努力，现在宝石岛是
怎样一番新景象呢？请拿起手中的笔，把你想象的写出来吧。
（可以写三五句，也可以三五行，还可以写三五百字哦）

反思：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以学生自学为主，整节课教师
起引导作用，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也许是小组
合作机会太少了，也许是学生手中没有导学案，也许是没有
给她们在课堂上积分，总之我感觉没有平时在课堂上积极性
高。整节课却没有给他们上台展示的机会，孩子们正是爱展
示、爱表现的年龄，要多给他们机会，提供舞台让学生尽情
展示，不应该忽略这一点，这将是今后我努力的方向。我认
为本节课安排的内容还是非常合理的，感觉以前上课时安排
的内容往往不太连贯，而本节课我注重了问题与问题之间的
过渡，衔接非常紧密。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不少的收获，我相
信只要坚持反思自己课堂上出现的问题，一定会上出一堂精
彩的语文课来。

彩色的翅膀课后反思篇五

《彩色的翅膀》这篇课文是篇略读文，但写作上极富特色，
一是线索鲜明，二是运用插叙。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
有效地体会到这两点？我先让学生速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
哪些事，学生读完课文后，初步概括出探亲返岛、尝瓜会、
种瓜、第二天见蝴蝶这些事，我在板书这些内容时，顺带引
导学生说出探亲返岛带回蝴蝶（等昆虫）、尝瓜会上得知岛
上缺少蝴蝶（等昆虫）、第二天早上见到蝴蝶，边说边在相
对应的位置板书“带回蝴蝶”、“缺少蝴蝶”、“见到蝴



蝶”，然后我问学生从第二行板书发现了什么，学生很快发
现都有“蝴蝶”，我告诉学生“蝴蝶”就像一条线把课文所
写到的这些事串了起来，这就是线索。（这时有些学生已能
够说出“线索”）我再引导学生看课文种瓜是在哪里写的，
原来种瓜的事是在尝瓜会上了解到的，是两年前开始发生的.
事，结合板书我让学生明白了这是插进去叙述的，叫插叙。
至此，学生可以比较轻松地理解线索和插叙。

课文教学的重点之一是感受小岛环境的恶劣、条件的艰苦。
我出示句子“奇迹终于出现了，这个岛上成熟了第一个西瓜。
”让学生读，读完后我问“谁能从这个句子读出疑问？”，
一开始全班沉默，我再诱导：“谁能从看似无疑问处提出疑
问，谁的读书水平就高。”马上，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
抓住‘终于’提问，为什么用‘终于’？”紧接着有学生问：
“为什么岛上成熟一个西瓜，也能说是‘奇迹’？”“‘这
个岛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岛？”我把三个问题都简要
板书出来，要求学生再细读课文解决问题。阅读时间差不多
时，我问学生先解决哪个问题，开始意见不一致，我再要求
学生仔细想想，先解决哪个问题好，这时很多同学都认为先
解决“这是怎样的一个小岛？”，我再追问为什么，一个同
学站起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两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告诉他们叫“迎刃而解”）这样，在引导学生质疑的基
础上，我再引导学生如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感觉到既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又能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