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手指游戏教案总结 手指教学反
思(优秀7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
用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一

第一次读丰子恺先生的文章是《白鹅》，文章语言风趣幽默，
结构清晰严谨，主题鲜明突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
又一次拜读了《手指》一课，更领略了大师的文采，喜欢上
了先生的文风。文章开门见山指出每个人都有十根手指，一
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接着就以风趣幽默
的语言具体描写五根手指的不同的姿态和性格。最后阐明了
一个道理，“五根手指如果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拳头，那
就根根有用，根根有力量，不再有什么强弱、美丑之分了”。
全文紧紧围绕五根手指不同的姿态和性格进行描写，运用多
种表达方法，刻画出了姿态栩栩如生、性格迥然不同的五根
手指。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在了
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认识五根手指的不同特点，体会
手指带给我们的启示，了解作者采用的表达方法。教学这篇
课文，重点理解五根手指有什么特点，作者运用什么表达方
法表现这些特点的。难点是领悟其中的道理。

学生也很喜欢这篇课文。教学的时候我采用“初读课文，了
解大意——细读课文，感悟写法——品读课文，迁移运用”
的步骤进行。

“初读课文，了解大意”这一环节，我把重点放在表达方法
的体会上。一是要抓住文章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一自然段进行



整体理解。了解课文主要写五根手指各自不同的姿态和性格，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手指的全体，
同人群的全体一样，五根手指如果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拳
头，那就根根有用，根根有力量，不再有什么强弱、美丑之
分了。”“细读课文，感悟写法”这个环节主要是抓住最能
反映五根手指特点的句段，进行重点体会。学习第二自然段，
我采用“扶”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先指导学生理解大
拇指的形状（姿态）特点——不美。具体表现为：身体矮而
胖、头大而肥，构造简单。从体形、头形、构造三方面进行
描写，大拇指鲜明的形象跃然纸上。然后用关联词“但”一
转，写他在五指中，却是最能吃苦的。具体描写了拉胡琴、
水喷出来、血要流出来时他“相帮扶住”“死力抵住”“拼
命按住”“用劲扳住”的表现，突出了大拇指吃苦耐劳、默
默奉献的特点。了解了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再引导学生体会
写法，画出写大拇指形状和写“吃苦”的句子，体会作者运
用什么表达方法进行描写，重点体会排比句式的表达作用。
文章的三至五自然段让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采用上
面的学习方法，进行自学。学生在讨论中学会了排比、比喻、
拟人、设问的表达方法，并知道了为什么这篇文章读起来让
人觉得兴趣盎然。就是因为作者的语言幽默风趣。

教学至此，显然没有激发本班学生的更大的阅读兴趣，还没
有拓展学生独立阅读的思维空间，留下思想，提升素养。所
以紧接着，我抛出如下问题：

1．你觉得作者喜欢哪根手指？本文的描写果真“却无爱憎在
其中”吗？

2．你愿意做哪根手指呢？为什么？

学生在预习时已经对丰子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一石激
起千层浪，一双双小手举起来了。

学生中有的愿意做中指，有的愿意做大拇指，有的愿意做无



名指和小指，这是因为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同时受到
作者的精神和人格浸润。

课后，我让学生观看《五官争功》的小品，并鼓励大家结合
课文的描写，以小组为单位表演《五指争功》，更加深了对
课文内涵的理解，也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二

《手指玩偶》一课属于手工制作课，做做、玩玩是学生的一
种天性。本课通过学习橡皮泥的基本操作技法等活动，启发
学生的想象力、造型能力，锻炼手指灵活能力等，并讲讲演
演，使学生感到其乐融融，满足学生自我表现的愿望。在教
学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对学生制作过程的指导，而且还应引
导学生玩得有趣、有意义。

所以在本课教学中我按照“激趣导入——探究学做——自主
创作——玩偶表演——拓展延伸”这样五个环节来组织教学。

课的一开始我通过动画片，我采用手指玩偶导入，当看到手
指玩偶“愤怒的小鸟”的时候，一下子就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在随后出现了小鸭子、小南瓜等玩偶更是吸引了学生
的眼球，这样的激趣导入的设计可圈可点。

在探究学习这个环节，我先出示玩偶的基本型，开发学生主
动学、自主思考的能力。请学生通过思考后总结制作方法，
并按照自己的方法尝试制作。《手指玩偶》一课中的手指玩
偶造型多样，色彩丰富，通过欣赏让学生了解造型艺术的.多
样性。通过学生自我探究总结出 “揉、搓、压、捏、团”等
橡皮泥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综合能力。提示语
告诉学生注意感受材料特性及其与设计的关系，便于开展研
究型学习。

作为教师，每一堂课、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好好地去钻研琢磨，



只有做到精心准备每一堂课，学生的学才能更好地发展起来。
课上仍有许多不足，每个环节的语言衔接上略显生硬，在今
后的教学中，语速减慢，衔接灵活自然，让课堂气氛更活跃。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三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四

《发烫的手指》的教学是围绕“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
思路开展教学。整堂课上，学生兴趣高涨，畅所欲言。师生
配合也十分默契，学生能在轻松自如的氛围中解决了教学难
点。因此，本节课总体上自我感觉良好，但也存在着不足之
处：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朗读虽然读时很投入，但却缺少情味，
没有真正引起内心的感受与情感的共鸣，我深深感到朗读中的
“有感情”绝不是对文字本身的技术处理就能解决的。叶圣
陶先生曾经说过：“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
去揣摩，而是应当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只有
文本内容联系到了学生某一方面的'生活经验，才能触动学生
内心独有的感受，朗读才有味道。这样的朗读才是“多角度、
有创意”的朗读。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五

《手指》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学习作
者留心生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得
到启示的习惯。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五个手指的各自特
点，体会到任何事物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写作很有特色，文章语言风趣幽默，结构清晰严
谨，主题鲜明突出。但是文章语言通俗易懂，告诉我们的道
理也不太难理解，因此我觉得教学这篇课文的难点是体会作
者运用什么表达方法表现手指的特点的。



因此在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认真朗读课文，通过读拼音，联
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并归纳总结出五根手指的特点，是
从哪些句子体会出来的。

在学生自学结束后，全班交流。此时，我重点引导孩子们分
析了写大拇指的自然段。在学生归纳出大拇指特点的基础上，
我让他们细读了这个自然段。抓住句子“身体爱而胖，头大
而肥，构造简单，人家有两个关节，他只有一个。”去体会
作者的风趣幽默，把大拇指当成人来形容，不但使文章显得
更加生动具体，而且使文章显得活泼。学习“例如拉胡琴，
总是其他四指按弦……却轮不上他。”这个句子，学生知道
了这是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来说明大拇指的用处，而且这里
还用了排比的修辞的手法，把大拇指的作用描写的淋漓尽致。
总之，我觉得虽然是略读课文，我们教师也应该抓住有效的
训练点，让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接着，孩子们把学习写大拇指这个自然段的学习方法迁移，
自学课文的写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自然段。学生分
成小组自学，并在书上进行批注。课文本身有趣，学生的学
习趣味也就浓。孩子们的自学讨论热烈而有效。

然后我让学习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谈谈得到了
什么启示。孩子们基本都众口一词“团结就是力量”。这时
我在想为什么的感悟惊人的一致呢?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人
云亦云吧。

最后我和孩子们一起欣赏了阅读链接里的小诗《手》，谈谈
收获和体会，并有感情地诵读。

这篇课文教完，我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个星期的周记，仿照课
文的方法写“五官”。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六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20年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手指游戏教案总结篇七

《绿手指》讲了一位老奶奶而十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培育
纯白色的金盏花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园艺所重金悬赏纯白的金盏花，老奶奶尽管觉
得不可思议，但很想试一试，经过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收集



种子，栽种花儿，最后经过验证，老奶奶培育出了纯白的金
盏花，她又有了新的渴望--培育出黑色的金盏花。作者通过
这个故事，塑造一个充满理想、满怀信心、坚持不懈的园丁
形象。

本文讲后感觉课堂语言引导不够，特别是奶奶种植过程，无
法详尽描述，需要课前深度挖掘教材，组织语言，构成高效
课堂。

经过反思，我自己在下面也思考了一些意见，如下：

1.也可谈话导入，师：“同学们你们见过绿手指吗？”
生：“没有”师：那么今天老师将带大家去认识一双特别的
手绿手指。

2.结文部分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在遇到难题时是怎样做的，
再对比老奶奶的如一日，进行深切体会。

希望自己下一步会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