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篇一

《动手做》（三）

1、在欣赏中,使学生体验到用这些图形,有规律的排列能拼成
很多美丽的图案。让学生懂得欣赏美丽,培养学生的美感。

2、在练一练的涂色中,学生们在课后去涂色的时候,主动性不
是很高。我发现,他们在学习中遇到了绘制的难点,有的.学生
不能认真的观察,所以在涂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错误。

3、在教学中,容量不是很高,教学的效率也不是很高。因此在
教学中,给学生多一点空间,多一些练习会更好,因此在练习量
上我应该更好的设计和改进。

4、在绘图的时候,学生的主动性不是很强,通过与学生的交流
中,我发现学生对六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的认识并不是很
了解,因此在学习中,学生对此兴趣并不高。

5、对学生的辅导要多些耐心和认真,让每个学生都能有兴趣
去主动探究数学知识。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篇二

《动手做做看》是一篇很有趣的课文，通过小朋友伊琳娜在
科学家朗万志的引导启发下，动手做做看，悟出了"科学家讲



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动手做做看。"在孩子读完课问题目后，
我让孩子带着两个问题自由读课文，“动手做做看是谁说的？
课文讲了哪些人？你喜欢谁？为什么？”孩子们读开了，有
孩子边读边和同桌谈论着。三五分钟后很多孩子举手了，第
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大多数孩子说出“动手做做看”是朗志
万说的，个别孩子说是妈妈说的。我让孩子们在书上找答案，
划出有关句子读一读，重要学习朗志万的话。他为什么这样
说？你读懂了什么？让孩子自己再读全文，在四人小组中议
论交流。

孩子开始说了，有人说：“朗志万是故意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很会教孩子。”

“我知道了科学家说的话也可能有错误，我们要动手做做看，
看看他说的是不是正确。”“我想到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是明说的，这孩子真的是看书看多了，语言的感觉特别
敏锐。我把他说的这成语写在黑板上，让孩子说说记记。

“我想到了我们上学期学的《酸的和甜的》，里面的松鼠和
兔子就没有动手试试看，小猴子才是动手做做看的。”呵，
孩子还会联系旧文，联系得真是到位。我表演了发言的泽，
说他真会读书，想得真好。小家伙高兴得红了脸蛋。

……

趁热打铁，在孩子的议论中，再让孩子读书。

了解了朗志万，我开始引导孩子说说伊琳娜，你认为她是怎
么样的一个人？要让孩子说出来，也从课文中找出句子来说
说。孩子有的说她是个好问的人。有的说伊琳娜是个爱动脑
筋的人。有的说伊琳娜不随便相信科学家，敢和科学家对质。
有的说她是个爱动手做做看，善于实践的人。还有的说她是
个懂礼貌的孩子。在孩子的议论中还是找课文句子读，一次
一次的读课文。



最后全班一起再读读课文，读完了，我拿书上合作伙伴的话
问孩子：“伊琳娜听懂了朗志万的话吗？她会对朗志万说什
么？”唯说：“她会说，朗志万先生，我懂得了不要都相信
科学家的话，要相信自己亲手做的。”彬说：“她会说，谢
谢您，朗志万先生。”书说：“她会说我误会了，对不起，
朗志万先生。”……听学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能够理解
课文了，可是课文中主要告诉我们了什么？我问孩子
说：“读到这里，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教室里沉默了一会
儿，终于有只小手举起来，“我知道了科学家说的话不一定
都是对的，我们要动手做做看。”这是课文中的，能够延伸
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吗？终于我们的炜说他看百科全书时好象
看到书上有错，就和妈妈一起做做看，验证对吗。“这是说，
书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有问题一定要多请教
别人，动手实验来判断是不是正确的。”玉说到她妈妈，她
妈妈教她很多知识，可是有时侯妈妈也会有错误，我们应该
找实际来说明。终于听到了，我赶紧接着说是呀，我们的爸
爸妈妈都很会教我们，可是爸爸妈妈说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试着实践来判断。我把话锋一转，“老师也一样，
我觉得我虽然教你们，可是也一样会有错误，同学们就经常
帮助老师，如果有错误，我们很多同学都曾经帮助过我了。
所以，我们小朋友对长辈说的话要学会思考，学会用实践来
证明，不要都全部相信。”后面的.道理好象深了点，我有灌
输之嫌，可是也只能够这样了。最后留有个问题，朗志万到
底是哪方面的科学家？让孩子回家查找资料。

我自己回家找一下，我才知道伊琳娜原来是居里夫人的大女
儿，同样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朗志万，是个物理学家，
是爱因斯坦很要好的朋友。明天不知道孩子能够查出来吗？
这个故事对于伊琳娜来说，妈妈和朗志万对事的态度给她留
下了深深的影响。

晚上自己细想，我这堂课上是不是话多了，让孩子读的时间
不够。问题是就那四个大问题，分在课堂的不同时间，可是
沉浸下来让孩子读，品的余地不够？这么说过去，如果孩子



没有倾听，真的只是走过场罢了。因此不管是什么时候，倾
听是很重要的，倾听是学会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的教育专题是“用心思考，勇于创造’。《动手做做
看》是本单元的首篇课文。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科学家郎志万故意把一个错误的结论告诉小朋友，再
问为什么。让孩子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要动手做做看。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
力。伊琳娜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她不迷信权威，在妈妈的
启发下动手实践，获得了正确的答案，并明白了科学家郎志
万的真正目的。

我讲的是 第一课时，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让学生在了
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会“我会写”九个生字，并明白：科
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的道理。为了
突破重、难点，教学过程中，我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

（1）本文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2）科学家郎志万提出的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什么？

（3）小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反应？

（4）伊琳娜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结果怎样？因为课后让
学生预习了课文，课堂上，我采用教师范读课文的形式，要
求学生认真听，边听边在课文中找出以上四个问题的答案，
在寻找答案的同时，穿插学习了生字，这样有机地把课文与
生字的学习结合起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联系起来，突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得课堂更加生动，有趣。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思维主要凭借具体形象的材料进行，
分析，



推理等抽象思维较差，为了让孩子们真正明白：科学家的话，
也都不一定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的道理，我紧紧抓住他们
身心发展的特点，精心设置了三个小实验。实验一：往盛满
水的玻璃杯里放入一石块，让学生仔细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
取出石块，观察水位有何变化？实验二：往盛满水的玻璃杯
里放入一木块，学生仔细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取出木块，
观察水位有何变化？实验三：往盛满水的玻璃杯里放入一条
金鱼，学生仔细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取出金鱼，观察水位
又有何变化？实验过程中，孩子们的积极性很高，注意力也
非常集中，他们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生怕自己漏
看了任何一个步骤。

通过实验，学生明白了动手做做看的道理，同时，对课题也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美中不足的是，金鱼太小，实验效果不
及前两个实验效果明显，其次，学生没能亲手做做这个实验。
同时，由于课堂时间有限，知识容量较大，没能让学生在课
堂上充分地朗读课文。

在有限的40分钟里，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全部完成，但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我的语言还不够精炼，以后，我会更加注重这
方面，让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故事由科学家郎志万提出的一个
奇怪的问题：一个装满水的盆子，如果在放进别的东西，水
就会漫出来。放进一条金鱼却不是这样的。而开始了一次有
趣的经历。他把一个错误的结论告诉孩子们，再问孩子们为
什么，目的是让孩子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
对的，要动手做做看”。在这些孩子中，伊琳娜是个肯动脑
筋的孩子，她不盲从，不懂就问。伊琳娜的妈妈也很会教育
孩子，她不是直接把答案告诉孩子，而是让孩子亲自实践，
从实践中获得正确答案。朗志万和伊琳娜的妈妈都非常重视
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这样的



教育环境，是非常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的。

在一课时我把重点放在了随文识字上，基本解决了孩子的识
字，写字的问题。初步了解了课文内容，并布置了回家自己
动手做做看，验证伊琳娜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根据一课
时的已有的基础，我把二课时的教学目标制定如下：

1、会写2个“题”“提”字，并能根据两个字不同的部首来
区别两个同音字。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中人物的对话。

3、能结合实际生活，明白“科学家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
的，要动手做做看。”

为了提高了孩子们写字的效率，于是我就把写字这个部分提
到了最前面。再由伊琳娜的情绪变化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朗读
感悟，出示两幅表情不同的图片，设问“伊琳娜为什么生气
了”和“伊琳娜又为什么笑了呢？”这一问题引导学生自主
读书、主动探究，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学生读
书探究的积极性。孩子们积极朗读相关的段落然后进行交流，
交流“伊琳娜为什么生气”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读好小朋友、
妈妈说的话。小朋友说的话要用肯定、想当然的语气。妈妈
说的话要用鼓励的语气来读。在交流“伊琳娜为什么又笑
了”的问题时，引导学生练读科学家说的话，了解他这样做
的用意。再用照样子写句子的方式，使学生懂得在生活和学
习中要善于质疑，注重实践，不要迷信权威。 最后再用《小
马过河》这个视频，进一步让孩子明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应该动脑筋，动手做做看，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

本节课在引读人物对话时一个亮点。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在
“题”“提”的教学中，字的有些知识落实得不够，对于偏
旁和部首的概念不够清晰。



动手做二教学反思篇五

这篇文章主要是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科学家朗志万在
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上，可谓煞费苦心。他把
一个错误的结论告诉孩子们，再问孩子们为什么，目的是让
孩子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
”在这些孩子中，伊琳娜是个肯动脑筋的孩子，她不盲从，
不懂就问。伊琳娜的妈妈也很会教育孩子，她不是直接把答
案告诉孩子，而是让孩子自己去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正确答
案。

本文的教学目标是会认10个生字，会写9个字，能够正确，流
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故事的趣味，并从故事中受到
启发。唤起学生不迷信权威，不轻信，不盲从，勇于实践的
意识。

我的教学设计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认识要求会认的10个生字，让学生从文中找出两个人物的名
字，使他们认识“朗志伊琳娜”这几个生字，在带领学生认
识其他的几个生字，分别用了拼拼音读，教师领读，开火车
读，学生领读，分男女生竞赛读等方式，然后有分别介绍了
一些字的识记方法，
如“哎”“哄”“磷”“慢”“曼”“漫”等。

2理解课文，在让学生自由读课文后，指名读课文，在读的过
程中，适当讲解课文内容，把学生带入到课文的故事情境中
去。此过程中指导朗读，并设置一些问题，例如朗志万是否
真的哄骗了他们呢？伊琳娜为什么生气，后来又为什么笑了，
逐步让学生理解课文。

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吸取
了各听课老师的意见之后总结如下：



1在导入环节中，我的两个问题应该调换以下顺序会更好，即
先提问：“把一个生鸡蛋和一个熟鸡蛋同时用同样大的力在
相同的地方旋转起来，那个会先停下来？”再提问“当我们
在生活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应该怎样做？”这样会更舒畅一
些。

2自己在讲课过程中语言的运用应该更加注重使用儿童化的语
言，这样会使学生产生亲近感，能与学生拉近距离，从而获
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3自己在课堂中语言速度过快，有的学生可能会听不清楚，应
该放慢语速，而且，在提问题时应有重复，提有效问题，保
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听懂，基本都能够做到。

4语调要抑扬顿挫，这样更能激起学生的注意力，及时把不注
意听讲的学生拉回到课堂上来。

5在学习生字这一环节时，应先领学生读一到两遍，再分别给
字组词，否则学生的思路可能会很杂乱，没有秩序，听课效
果也会下降。

6在指导学生朗读时注意细节，带着感情朗读，应该带出什么
样的感情，教师应该让学生进入到文章的情境中，只有体会
了文中任务的心情，才会自然而然读出感情。

7在开始学习生字，让学生找课文中人物名字是应顺便提一下
两人身份应该效果会更好些，单指出找名字会显的目的性有
点过强。

8在评价学生回答的问题时应注意不要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
做到多表扬少批评，多用鼓励性的话，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
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