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 部编
版二年级语文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分类练写左右结构的汉字：像讲提伙池脸摇帽满伤锋旅

教学目标：

1、知道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时要注意的事项。

2、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激发学生对汉字喜欢的情感。

3、了解初步的书法知识，培养学生初步的对汉字的审美能力。

教学难点：

知道左右结构的字在字形结构上的特点，能写好作业中的字。

教学准备：田字格卡片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认识要书写的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像讲提伙池脸摇帽满伤锋旅。

2、说说这些字有什么特点。

二、指导练写左右结构的字。

1、把结构特点相同的字连起来。

分类分别是：

上平下平：提伙上伸下伸：像讲上伸下平：池脸

上伸下缩：满伤上平下伸：锋旅上缩下平：摇帽

2、把难写的字试着写一下。

3、分类临写，每一个字写两遍，要把字写正确，端正，美观。

4、学生范写，点评。

5、教师示范书写。

6、学生临摹，试写。

三、学生练写，师巡视指导。

1、回顾写字时正确的坐姿和铅笔的执笔方法。

2、实践练习，教师巡视纠正。

四、总结评价，展示作品。



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篇二

七年级是一个过渡年级，有时会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比
如：

（3）七年级开始练习习作，不拘形式的写出自己见闻、感受
和想象。但新教材中跨越太大，学生一下子对作文感到非常
头疼，老师的指导有时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这些问题，面
对全新的教材，我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反思。

一、钻研教材、了解学生，一切从实际出发

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依据，如何用好、用活教材，
让学生喜欢教材、喜欢语文，是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对教
材、教参深入研究后我发现新教材更注重对学生学习习惯、
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一些语文知识点要求不够清晰、明确。
如，本册教材注意培养学生预习习惯、边阅读边思考的习惯、
通过各种方法理解词语的能力，注重学生对课文独特的感受。
但对一些知识点在练习中虽有所反映，要求却不够明确，如
标点符号的使用、修辞方法的运用，作文材料的选择和详略
安排等。有了对教材较为正确、清晰的了解后，在教学的过
程中我就能扬长避短、课内外互相补充，使教材更加完善。

教材中的阅读课文，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学习要求如何与
学生的学习实际相一致，不至于挖得深、学得难，让学生觉
得无话可说、无感可发。这又是另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我
觉得这时教师就要对你的学生真正地有所了解，知道什么对
他们来说是有难度的、什么是他们感兴趣的、怎样设计通过
他们的思考、合作会有真正的提高。只有这样，在设计教学
方案时教师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教学预测，使教案更贴近学生、
更合理。我想，这也是从学生的“学情”出发进行备课的一
个方面吧。当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要从实际出发，根
据学习情况不断调整。



二、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优化课堂教学

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在课堂上教师在教给学生知识的
同时，更要注重学生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的形成，真正学会
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尤其是七年级刚刚从小学过渡上来，
教师的指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课堂上的自主学习还是要
通过老师的组织、引导进行。因此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行为
不断比较、不断反思，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更新教育
观念，在实践中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得
到最优化。针对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在课后及时反思、
小结，在后面的几篇课文学习时，我特别注意这些问题，不
再为了课堂的“完美”而勉强学生，主要注重学生学到那些
知识，学会了哪些学习方法。

三、挑战自我、充实自我，在反思中成长

自参加工作以来，真的觉得是和学生在一起成长，有得有失。
但最近却不断地发现经常在教学中遇到“瓶颈”，已有的知
识、经验已无法满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课文如果
只用那么几种教学模式去上，学生马上会感到枯燥、无味，
甚至有时对你的教学思路一清二楚，这样的课还有什么味？
作文的教学有时会感到“束手无策”，只是通过讲讲要求、
读读例作、尝试写写、作后评价，学生怎会对作文感兴趣呢？
如何穿越“瓶颈”领略更宽广的教学天地，这又是我最近在
不断反思的问题。如果仅仅禁锢在自己小小的教学天地里，
对曾经的成绩沾沾自喜，那只会有一个结果——不进则退！
我想是到了及时充电、及时反思的时候了。多和搭档探讨教
学方法，多比较教学思路、向同学科的老师多学习、多请教，
努力践行“三人行必有我师”，对自己的教学多比较，多反
思，提高自己上课水平和课堂效率，希望能冲破“瓶颈”，
开辟语文教学的新天地。



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篇三

《紫藤萝瀑布》在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上册第四课，作者为宗
璞，现代著名女作家。本文是一篇典型的托物言志之作，作
者借紫藤萝的兴衰寄寓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花和人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

文章语言一如作者一贯风格：清新，典雅，隽永。为最大限
度体现藤萝的美丽，作者不惜运用大量修辞，极尽比拟之能
事。授课中，为充分体现新课标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
的理念，本人把学习主动权留给学生，让学生在自读中寻找
修辞，反复讨论并体味个中蕴含的感情和哲思，而后以汇报
的方式反馈，师生共同赏析。不妥处，再让其他学生补充，
畅所欲言，老师适时点拨并指正，因而整堂课气氛活跃，发
言积极，极大地加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不足处在于太过注重赏析，而忘了笔记，重视了人文性，而
忽略了语文学习的工具性和知识性！

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篇四

《找春天》是部编本二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第二篇课文，文
章结合时节，把孩子们引领到大自然中去感受春天的美好，
体验投身到大自然中的情趣，培养留心观察生活，热爱大自
然的的情感。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

在教学本课时，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引导学生说说自
己发现的春天，虽然现在的天气仍然给人一种冬天的气息，
但是学生通过仔细的观察还是可以找到春天的迹象的：河里
的冰融化了，枯草下面探出了嫩芽，迎春花也绽放了……孩
子们已经感受到春天来了。这一系列活动让浓浓的春意进驻
学生的心间，为学生走进文本作好了情感上的铺垫。

在本课的教学中，安排了多种朗读方式。首先让学生自由读



课文，让学生说“孩子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找春天的？”
并让孩子抓住“脱”“冲”“奔”等关键字词体会孩子们当
时的喜悦，兴奋的心情，再让孩子们小组讨论读课文、交流
课文中的小朋友们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再用出示第3～8
自然段，相机指导朗读，引导学生看图，并让学生图文结合
想为什么把小草说成是春天的眉毛呢？用同样方法让学生自
主学习课文的`5、6、7自然段，学生再选择自己最喜爱的段
落比赛读，说说自己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学生在
读、品、想、说等语文实践中，已经能充分感受春天的多姿
多彩。接着我说孩子们你们找到了美丽的春天，心情怎么样？
孩子们会说“高兴、愉快、兴奋”等，那就用你们现在的这
种心情读课文第8段，体会找到春天的欣喜与激动。通过诵读
与想象的结合，调动了学生积累的生活经验，体察到了语言
的意境美。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言文字运用”，即我们的语文教
学要切实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在本课的教学中，
以“xxx，那是春天的xxx吧？”和“她在……”的典型句式为
依托，引导学生模仿、迁移，一方面促进了学生对课文内容
的进一步领悟，另一方面让学生得到了切切实实的语言训练。

本课教学中有不足，在生字书写的教学中，效果不是很好，
由于过年和假期未练字的原因，多数学生连笔都不会用了，
以后多加强写字训练和要求。

二年级语文拍手歌教案反思篇五

……以一块普普通通的、有形可见的糕点，把学生带入到了
一个个复杂的、艰辛的社会劳作过程中。比如：做糕点的米，
是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然后要拿到磨坊磨成粉；糕点中方的
糖是甘蔗、甜菜等熬出来的；熬糖又需要铁锅、煤……可以
说是一个庞大的劳作系统，做出来一块普通的糕点。这是学
生以往根本没有想到过的。



当然，这些还只是故事表面所表达的内容，其实《千人糕》
这个故事，主要的借助孩子经常吃到糕点，揭示一个生活哲
理：每一样物品都凝聚了大量的劳动，享用时，应该对劳动
者心生感激之情，而且明白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好多人共同
劳动的成果，我们要珍惜他的劳动成果。我们也只有共同努
力，互相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

但这个故事的教育性十分明显，而趣味性却不强。所以我在
讲述故事时，尽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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