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 灯笼果教
学反思(精选6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总结怎么写才能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做灯笼》是一个小班手工活动，孩子们刚过了年，对年时
的情景记忆还非常的深刻！而挂灯笼是我国新年、元宵习俗
之一，有过好几次经验的孩子们对灯笼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的！因此孩子们对于这一做灯笼的纸工活动表现出了非常大
的兴趣！

刚开始，我用了谈话法，将孩子的记忆引入到元宵时节并欣
赏图片帮助幼儿回忆！经过这一环节，孩子们对灯笼充满了
好奇和兴趣！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接下来我让孩子们欣赏范例引导幼儿观察灯笼的形状，材料，
然后教师进行示范。

最后幼儿自己尝试操作，然后进行同伴间的相互欣赏！

不足之处：

一、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差。

1、孩子们对于手工活动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小班幼儿的手部
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善，手、眼、脑的动作都很不协调。



2、幼儿日常生活中手工活动方面缺乏锻炼，对于手工方面的
一些技巧都不太熟悉，控制能力也不强！

二、缺乏自信

原因：个别孩子在家也不用见剪刀，对于剪刀的运用都不怎
么灵活，虽然在活动操作时，我会进行个别的一对一的.辅导，
但是仍有个别的孩子在屡试屡败的情况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从而对手工活动逐渐缺少了兴趣和动力。

改进方法：

1、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简易性，难易度符合我班孩子的现有
水平。

2、通过家园合作，在家让家长辅导孩子进行简单的材料操作，
如：如何正确用剪刀，如何正确用胶水等。在班级的区域活
动中投放各种符合孩子现阶段水平的手工操作材料，并在生
活中鼓励孩子多操作。在课上对孩子进行简单的手工技巧知
识传授和尝试。

3、多关注那些不自信的孩子，对其进行一对一指导，以鼓励
为主的方式。

通过这次的反思，我发现了自己在这一方面教学的许多不足，
还需更多的努力和学习。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我家的花盆里种了一株灯笼草，它又小又矮。但是这样的小
植物，也会结果哩！

我每天都给它洒点儿鸡蛋水，松一松土。扎根后的灯笼草并
不客气，不停地吸收着营养，飞快地生长着。几个星期后，



在枝叶交叉的地方，长出了一个个绿色的小东西。小东西越
长越大，最后撑开衣服，吐出黄色的小花。这些小花儿，称
得上是“黄色的小牵牛花”。过了几天，小花便落到了土上，
化作大地的肥料。剩下的绿套子，会慢慢地合拢，成为小灯
笼。小灯笼绿油油的，可爱极了，里面长了个“小豆粒”。

随着灯笼草的叶子越长越大，枝干越来越粗，小灯笼也长大
了。每天长一点儿，小灯笼竟然长成了大灯笼！风一吹，灯
笼在风中摇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像一位小仙女在低吟
心中的诗篇。

时间飞快地走着，灯笼也变黄了。此时，摘下一个黄灯笼，
撕开来，从里面取出“大豆粒”，黄绿色的，圆圆的灯笼果
就是这“大豆粒”。把灯笼果放进嘴里，呀，真甜呀，比樱
桃还好吃哩！这甜果子，被运到超市里卖，成为了人们喜爱
的水果。

我爱我家结的灯笼果。若饿了，去摘一个尝尝也不迟嘛！

广东广州天河区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四年级:吴倩婷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做灯笼》这篇课文，讲的是王京和李良合作做灯笼的事。
学习这篇课文，我把重点放在词语教学上。理解词语的方法
因词而异。如“公认”的意思是“大家一直认为”，理解这
个词时，我联系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如“咱们班谁学
习最好”学生回答一致时就是“公认”。“心事”和“烦
恼”的理解要结合上下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王京
有什么心事?李良有什么烦恼?找出文中的语句读一读，就会
明白。“合作”一词是本课要求掌握的重点词语，不但要使
学生明白“合作”就是“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而且要培养
学生的合作意识，使学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快乐。教学时，
我让学生找出第4·、5自然段中的有关句子，联系上下文理



解词义，还可以联系生活实际向学生渗透合作的观念。如：
让学生说说在生活中自己和别人相互合作，共同完成某件事
情的具体事例，谈谈自己的感受。这样学生不仅很轻松地理
解了词语，还懂得了文章告诉我们的道理：“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发挥个人长处真诚
合作，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但说的能力对听读写的能力影响特别大。根据脑科学原理
（《适于脑的教学》）：“口语是学习语言的前提。”课堂
上为学生提供口头表达的机会，可以提高对语言知识的保持。
不能因为高考不考说的技能，就把课堂变成了沉默的课堂，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听说读写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过程。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1、学生成绩不稳定，容易忽高忽低，与他们基础知识掌握不
好有关，需要进一步加强训练。

2、两极分化现象仍然严重，有个别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不大，
虽然很象用功的样子，但是实际没有专心，记忆就不牢固。
需要着力培养这部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3、写作能力上不去，课文、句型虽然会背诵会默写，但实际
运用能力差，需要平时注意训练写作能力的培养。

中班点灯笼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学习目标：

1.认识本课出现的数量词，体会其用法，如：“一粒黄珍珠、
一颗大玛瑙、一盏灯笼”等，会写本课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抓住关键字词和丰富的想象，感受灯笼果的特点，体会
作者的喜爱之情。

学习难点：

1.体会文中出现的数量词的用法。

2.能抓住关键字词和丰富的想象，感受灯笼果的特点，体会
作者的喜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金风送爽，好多水果都成熟啦！你都知道哪些在秋天成熟
的水果？

苹果、葡萄、梨、石榴、柿子、山楂。

2.秋天不仅是这些水果成熟的季节，还有一样特别的水果，
出示灯笼果的图片。它叫——灯笼果，她也是秋天的馈赠。

二、灯笼果带着词语朋友来跟大家打招呼了！

一粒黄珍珠一颗大玛瑙

词语回到句子中。出示相应的图片

1.薄得透明的皮，包着细碎的籽儿，像一粒黄珍珠，更像一
颗大玛瑙。

一盏灯笼



2.灯笼果，一盏小小的属于秋天的灯笼，一盏亮亮的属于田
野的灯笼。

三、寻找灯笼果，精读第三自然段。

1.灯笼果穿着夏姑姑给的纱衣，藏在棱角后面，在玩捉迷藏
呢！“我”是怎么找的？指生读第三自然段。

指生说，读。

我是怎样“剥开”的？——轻轻地

是啊，这动作多轻柔呀！再指生读。

2、充满神秘感的灯笼果，终于现身了！谁来说说纱衣里面什
么样？（出示对应的句子“一粒——那么亮”）指生读。

3.“晶”生字学习。

理解“晶”的含义。“晶”指天上数不清的闪闪发光的星星，
所以晶就表示亮。经过不断演变，就成了现在的三个“日”。
出示古文字。

像“晶”一样，由三个相同的字重叠组成新字，就是品字结
构的字。还有“品、鑫、众、森、磊”等都可以用这样的方
法把它写漂亮。

4.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事物是晶莹的？

钻石（我们可以说是晶莹的钻石），露珠，小水滴、

是啊，同学们刚刚说的这些事物都闪着光，特别亮，谁能想
象着灯笼果的样子，来读一读呢？出示对应的句子“一
粒——那么亮”（生读不到位时，师范读）



5.“一粒黄珍珠”、“一颗大玛瑙”出示实物图片。

灯笼果不仅滚圆晶莹，它的皮还特别的薄。谁来读一读这句
话？

指生读。出示：“薄得透明的皮——大玛瑙”

珍珠和玛瑙都有什么偏旁？斜玉旁。说明和玉石有关，在作
者心里，灯笼果就是宝贝。带着这样的感受，谁来读一读？
多惹人喜爱的灯笼果啊！

6.拓展延伸：（比喻句练习）

听了大家动情的朗读，一些水果也来跟大家见面了。

成熟的山楂挂满枝头，就像（）。一盏盏灯笼

成熟的桃子像（）。一颗颗爱心

一串串葡萄像（）。紫水晶

火龙果像（）。燃烧的火把

四、品尝灯笼果，学习第四自然段。

1.灯笼果什么味道呢？赶快读一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指生
读。

2.此时的我除了舌尖美滋滋的，还有哪里也是美滋滋的？

3.多么美妙的体验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五、学习第五自然段，总结全文。

2.课文学完了，你喜欢灯笼果吗？说说理由。



3.师生配合伴音乐读课文。

六、学习生字。

“实”是本课的生字，“实”原来指家中柜子里藏的宝贝，
所以上面是宝盖头。所以宝盖头要写得宽一些。

怎样记住这个字？

师范写。下面是“头”，记得最后一笔是“点”。

谁来给“实”组个词？

七、作业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