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 小
学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篇一

《瀑布》是一首饱含深情的风景诗，通过对瀑布的生动描写，
突出祖国山河的壮丽，抒发作者对祖国山河无比热爱之情。
本课重点是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感
受诗歌的韵律美，体会瀑布的雄伟、壮观。领略美好景色，
受到美的熏陶，激发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发挥学生的想象。

一节课上下来，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并有效利用搜集资料。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教学倡导
大语文观，它强调课文只是一个载体，而不是教学资源的全
部。语文教师，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所以，在上课前，
布置学生搜集有关瀑布的资料，从课堂的汇报可以看出，通
过搜集交流，学生对瀑布的了解，不仅仅局限于诗歌所表现
的内容，而是围绕瀑布这一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大的学习氛围，
特别是学生所展现出来的搜集过程，更是为语文学习提供了
一个广阔的空间，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哪里有生活，哪里就
有语文学习”。交流之后，要求学生“下课以后把所有的材
料都粘贴到墙报栏里，大家都来读一读”，使材料发挥了最
充分的作用。

2、调动多种感官的参与，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
的`拓展，可以引发学生丰富的想像和联想，训练学生思维的
敏捷性和发散性，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还能使学生深



化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教学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调
动学生的眼、耳、口等多种感官的积极参与，相机进行了创
新思维的拓展教学。如：导入新课时利用多媒体播放了瀑布
的声音让学生听，然后猜猜是什么声音，让学生感受到瀑布
的声音不仅像诗歌中所描述“叠叠的浪涌上岸滩，阵阵的风
吹过松林”，有时还像火车疾驰而过的轰鸣，像闷雷滚动，
像万马奔腾……又如：学生观看了瀑布的图片后，进一步引
导学生“你刚才看到的瀑布是什么样的。?”学生说，有的像
白色的马尾，有的像一条长丝带，有的像又宽又长的水帘
子……学生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显示出创造性思维在他们
身上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可是也有不足的地方。虽然能够重视学生的朗读，体现新课程
“以读为本”的理念和要求，但还不够深入。应采用多种形
式的读，如：个人读、同桌互读、男女分读、小组读、集体
读，配乐读，加动作读等，更加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朗读积极
性，读出感悟，读出体会。同时，对学生朗读的引导和评价
上还应该更为细致和耐心些，要说到点上去，更加富有人情
味和鼓励性。

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篇二

1、“识字加油站”是平时孩子们玩过的玩具，知道玩具的名
字，读起比较容易。在落实字的.认识上同学们接受的很快。

2、字词句运用版块中，“一会儿……一会儿……一会
儿……”在学习课文时学生已经能够造句了，所以这部分内
容很快就接受了。积累的表示心理活动的词语在老师的启发
下也很快地找出了不少于三个。

3、节气歌内容学生大部分能当场背，阅读教学版块同学们基
本了解手影的特点，感受到它给我们带的乐趣。

不足之处：在写话的环节，同学们在观察图画时——特别是



多幅图，不容易处理图与图之间的逻辑关系，说起有前后矛
盾或是漏洞百出的问题，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是要加紧训练。

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篇三

《农业的变化真大》是一篇讲读课文。主要介绍了我国近年
来在杂交水稻、大棚模型、无土栽培和彩色棉花几方面产生
的巨大变化，本文旨在让学生们了解农业科技知识，感受农
业的变化，进一步增强热爱科学的情感。

我校虽然是一所农村学校，但由于现在农村农业产业化的转
型，使得现在的农村孩子的生活空间都基本远离了农村和农
业，学生对农业技术的认识微不足道。为此，需要通过对本
篇课文的学习，使学生对农业产生兴趣，从根本上了解农业。
立志将来像袁隆平爷爷等农业科学家那样献身农业。与此同
时，求培养学生搜集材料和积累语言的能力；并通过交流学
习，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为达到本课教学目标，我从本
班学生的学情出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认识“农、技、袁、隆、介、绍、培、育、产、棚、控、制、
泥、茁”14个生字。会写“厂、产、介、农、科、技、纺、
织”8个生字。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化。了解
四种农业新技术特点。注意积累“兴致勃勃”等四字词语。

通过了解一些农业知识，进一步增强热爱科学的情感。

在课前，我利用网络平台，搜集大量农业变化的资料及图片，
制作出适合本班学生实际的教学课件，同时布置学生在课外
了解一些农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让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部分进行学习，然后进行交流。

教学中，我不断进行知识的延伸，适时进行拓展，让孩子们



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虽然五花八门，异想天开，但随着科技
的发展，这样想象是可能成为现实的呀！我对孩子们进行了
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培养
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培养热爱科学的情
感。

通过本课的教学，我觉得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
农业的兴趣。学生真正感受到科技力量的强大。是科技给农
业带来了有益的变化。但我觉得这节课的教学中，在语言文
字训练方面，还略显薄弱。另外，如果我们能真正把学生带
到大棚中去参观认识蔬菜和蔬菜的培植技术（观看大棚蘑菇）
学生的收获会更大的。

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篇四

“我的发现”这项练习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发现陈述句与反问
句、感叹句与反问句的不同，体会标点的作用。“日积月
累”中的“读读认认”

要求认识的十个生字都和已学过的汉字有相同的声旁，其中
六组字音完全相同。它们作为形声字，形旁有表义作用，声
旁有表音作用。所以对于已有一定独立识字能力、会用换偏
旁识字法识字的二年级学生来讲，认识这些生字不算困
难。“我会连”

小学二年级语文园地五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上了古诗《梅花》的公开课，我的感触颇深。教学环节
设置比较有创意，利用多媒体ppt，出示梅花与其他不同季节
的花朵图片对比，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让学生通过
对比，能更深刻地体会梅花不畏严寒的顽强精神。很多学生
都很聪明，带读几遍之后大致上都可以有感情有节奏地朗读
古诗了，甚至大部分学生到下课都会背诵了。但我知道也有
不足之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幻灯片操作不熟练，其中有一个超链接没有处理好，原本
准备边播放音乐边朗读的，结果音乐没有放出来。

2、引导学生朗读还是稍微偏少，本诗的重点应该是让学生通
过不断的朗读来更好的理解诗句意思，但是读地还是不够多。

3、讲课的节奏和侧重点稍微有些偏离，针对句意方面讲解稍
多稍深，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讲，还是不太能够理解，应更
多地把侧重点放在朗读上，反复读。

4、课堂上没有顾及全体学生，有十几个学生一节课没有提问
到一次，课堂气氛不太活跃。

通过这次讲课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我会认真修改教案，调
整思路，争取下次讲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