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实用14篇)
一分钟的时间，或许只是一个沉默的时间，却能让我们感受
到内心的寂寞。如何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效率和学
习能力？紧接着是一些心理学家对于如何在一分钟内调整自
己情绪和增强心理健康的建议。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是森林送给我的。

那是一片碧绿的树叶。

森林祝愿我，

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每一片叶子，

都是欢乐的歌……

白色的贺年片，

是蓝天送给我的。

那是一片洁白的云朵。

蓝天呼唤我，

把白云当做翅膀，

变成一只飞翔的白鸽……

蓝色的贺年片，



是大海送给我的。

那是一枚蓝色的贝壳。

大海嘱咐我，

把贝壳变成小船，

迎着风浪，把宝藏收获……

红色的贺年片，

是太阳送给我的。

那是红霞闪闪烁烁。

太阳希望我，

在阳光下长大成人，

把智慧献给我们

亲爱的祖国！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懂、诵、段、糊、涂、胆、厉、
详”等8个生字。积累“不懂就问、背诵、糊里糊涂、厉声、
详细、摇头晃脑、鸦雀无声、一字不漏”等8个词语。正确书写
“诵、断、糊、涂、厉、详”等6个生字。

2、朗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改字，按标点停顿。



3、学习边读边思考：想想为什么孙中山明知会挨打，还要向
老师提问题。

4、知道不懂就问是人的美德，更是学习的良好习惯。

重点难点：

1、识记生字，能在课文的语言环境中认读。

2、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懂得不懂就问是一种良
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工具：

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师：小朋友，我们在学校里学到了许多知识。而在古时候，
人们把学校称为“私塾”。

板书并学习：私塾

师：以前，孩子们在私塾里是怎样读书的呢？

2、学生轻声读读课文第二小节。

（1）分句读。

做到字字音准，句句通顺。

（2）知道每句话的意思。



3、交流读后的感受。

学习生字：诵

音：平舌音

学习生字：详

音：三拼音、后鼻音

形：用加部首的方法来识记。

4、师小结：那时候的私塾老师一般都比较严厉，谁不听话或
不认真读书的话，还会挨老师戒尺的打。上课时，学生大多
不敢向老师提出问题。可是，孙中山却敢于不懂就问。

5、揭示课题。请1个学生读课题。

6、学习生字：懂

音：后鼻音

形：形声字，部首表义，右边表音

义：查字典（知道、了解）

“不懂就问”的意思就是：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就要问。

7、齐读课题。

8、过渡：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二、初读课文

1、学生按照要求自学课文，教师巡视。



2、指名学生读课文，每人1小节，教师随机正音。

重点指导：

糊涂：“涂”在词语中念轻声。

详、段：复习三拼音

理解：糊里糊涂，详细

3、开火车读词语。

4、选择两句句子指导学生朗读，知道对话的形式：

媒体出示：

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们背的这
段课文是什么意思，请您为我们讲讲吧！”

（提示语在前）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了出
来。

（提示语在后）

5、交流：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认真读好每一小节。

指导方法：

谁在什么时候干什么，结果怎样？

三、复习巩固



1、复习字词：抽读词语。

2、写字指导：

（1）分别指导。

诵：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断：左右结构，左右相当。

涂：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厉：半包围结构。

详：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2）重点指导“糊”：注意“左中右”三部分在田字格的位
置。

（3）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进行描摹、书写。教
师巡视指导。

3、小结。

孙中山不懂就问，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
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爱读科学童话故事，能从童话故事中吸取力量，陶冶情操。



认字写字；有感情地朗读，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往和奋发
向上的精神。

插图、小黑板；实物：笋芽

教学时间：

2课时

（观察实物、插图，激发兴趣；初读课文，认记生字；朗读
感悟。）

1、自由轻声朗读课文，想办法记住生字。

2、小组合作学习：由组长带领大家学习自己不认识的生字。
（读准字音，认记字形）

3、检查小组学习情况：（小组汇报：开火车读生字，说说认
记了哪些字）

重点提醒：读准平舌音的字笋、钻、滋和翘舌音的字揉、润；
区分鼻音字扭和边音字唠。字形方面，交流交流漆、辫的识
记。

4、把生字带进课文里读一读，尽量把课文读通读顺。

1、教师范读。思考：笋芽儿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让学生在老师的声调、表情、动作的感染下，进入到课文
的意境中去。）

2、感情朗读，角色表演。

（1）第一、二自然段要读出柔和、轻声呼唤的语气，感觉润
物细无声；



谁当春雨姑娘呼唤笋芽儿？低声的。/

点拨：笋芽儿现在在哪儿啊？谁来当笋芽儿，表演一下笋芽
儿的动作，撒娇地说话。（个别读演男女分段读）

（2）第三自然段声音稍大、急促、粗重，读出个性；

雷公公怎么呼唤笋芽儿的，谁来试试？（引导进入情境用粗
重的嗓音呼唤）

点拨：笋芽儿怎么做？

（3）最后两个自然段要读得响亮、自豪，表现笋芽长成竹子
的欣喜。

自读，试试怎么读好？（读出笋芽儿纷纷钻出地面的意境。）
指名先说想怎么读再试读。

点拨：用画出笋芽儿看到的美好的春光。/

多美啊！把美景读出来。

笋芽儿怎么长成健壮的竹子的，用横线把答案画出来。（轮
读、齐读两个自然段）

3、议议：你从笋芽的生长过程中体会到什么？

4、再读感悟，启迪思维。你喜欢笋芽儿吗？为什么？

启发学生由竹子的成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你们在成长过程
中得到哪些关心和爱护呢？

5、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美读课文。

（复习词语、句子；指导书写；写话练习。）



1、认读词语：

漆黑

沉睡

撒娇

呼唤

唠叨

爱抚

滋润

照射

温暖

自豪

健壮

叽叽喳喳

2、美读句子：

(1)啊，多么明亮、多么美丽的世界呀！

(2)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太阳公公照射着她，温暖
着她。

1、出示生字生词认读，并组词、造句。



2、重点指导：

提醒：书写时，以词语为单位进行临写，不能写成aabb式。

口字旁的字：口字位置要偏上，不宜写得太大。三个带口字
旁的字(喊、呼、唤)中，唤右边第六笔撇，要上下贯通，不
能写成竖、撇。

冈：横折钩的折笔要垂直，不可向内收；里边的叉不能太小，
第二笔是长点。

笋：中横要长，右边出头。

轰：左边的又字捺画变点。

1、老师示范引路。

春雨淅沥沥，淅沥沥，小草呀，快钻出来！快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小鸟说：我要给您唱歌！我要给您跳
舞！

2、学生实践。学生个人或小组模仿老师的示例按课文内容进
行写话练习。对韵脚及句式不作要求。如：

春雨沙沙沙，沙沙沙，笋芽儿呀，快醒醒！快醒醒！

春雷轰隆隆，轰隆隆，笋芽儿说：我要钻出来！我要钻出来！

春风笑盈盈，笑盈盈，笋芽儿说：我要长大！我要长大！

3、作品展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作品。如，集体
朗诵、自配乐曲歌唱等。

采蜜本：摘抄课文、课外读物中描写美好春光的词语和句子，



并熟读成诵。

资料袋毛竹通常高达6至10米。毛竹具有生长快、成材早、产
量高、用途广等特点，是理想的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每
逢阳春三月，雨后春笋顶岩破土，竞相生长。幼竹在一天之
内可生长30厘米以上。在此期间，人们置身于竹林之中，可
听到竹笋破土和幼竹生长发出的声响，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
与魅力。一根毛竹从出笋到长成10多米高的竹子，只需两个
月，再经过6个月加固生长，即成为可供利用的竹材。[]毛竹
浑身是宝，用途广泛。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沙沙沙，沙沙沙。春雨姑娘在绿色的草丛中弹奏着乐曲，低
声呼唤着沉睡的笋芽儿：“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

笋芽儿被叫醒了。她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懒腰，看看四周仍
一片漆黑，撒娇地说：“是谁在叫我呀？”

轰隆隆！轰隆隆！雷公公把藏了好久的大鼓重重地敲了起来。
他用粗重的嗓音呼唤着笋芽儿。

笋芽儿扭动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向上钻。

妈妈见了，忙给笋芽儿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还不停地唠叨：
“千万别着凉。”

笋芽儿终于钻出了地面。她睁开眼睛一看，啊，多么明亮、
多么美丽的世界呀！桃花笑红了脸，柳树摇着绿色是长辫子，
小燕子唧唧喳喳地叫着……笋芽儿看着这儿，开展看着那儿，
怎么也看不够，她高兴地说：“多美的春光啊！我要快快长
大！”

春雨姑娘爱抚着她热爱着她。太阳公公照着她，温暖着她。



笋芽儿脱下了一件件衣服，长城了一株健壮的竹子。她站在
山冈上自豪地喊着“我长大啦！”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愚公移山》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科版）语
文，四年级下册第十四课

1、认识8个生字，理解“直插云霄”“痴心妄想”等词语的
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特点分角色朗读课文。

3、能概括课文大意，体会愚公移山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理解愚公移山精神的深刻含义。

多媒体课件、电脑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从课题入手，提出问题：

板书课题：《愚公移山》

（1）、同学们请齐读课题；这是一篇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也
有人认为它是一篇寓言故事。师发问：“愚公”是什么意思？
（启发学生说出：愚蠢的人）

（2）、读完这个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生答，师肯定）

2、那么愚公为什么要移山？他到底愚不愚呢？

二、初读课文，认识字理解词



1、初读课文

师：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相信大家的疑问，在课文中会找
到答案。

请同学们打开书103页，自由读课文，老师要提朗读要求：读
准字音，不丢字，不添字。遇到不理解的字词用笔圈出来查
查字典，也可以同桌之间互相请教。

认识生字（出示课件）

师：这是本课的生字，谁来读一读。指名学生认读。

师：去掉拼音还能读出来吗？（出示课件）通过认读生字老
师看出大家的自学能力都很强，这一点老师要表扬你们。真
棒。

解决词语（课件）

师：现在同学们看这些词语，当中一定有你们已经解决的，
还有你们不理解的。（理解词语）

体会人物特点，有感情朗读课文

2、师：课题叫愚公移山，他为什么要移山？（板书：出行不
便）

3、重点（一）：师问：愚公的妻子同意移山这件事吗？她是
怎么说的。指学生读人物的话（出示课件）

师：听了妻子的话，你觉得他是不同意吗？（总结出妻子是
在关心愚公）

师：愚公的妻子是个非常心细得人，把事情想得很周到，他
说出了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人少、石头土块多没地方放）

师：愚公是怎样回答妻子的？（生读课文），师说明：这说
明愚公对移山这件事已是下定决心，移山不改。

师：同学们再读一遍注意读出愚公坚定信心语气。

师：两山高耸土石量十分大，不填入渤海就难以堆放。移山
以填海是最好的选择。（板书：准备移山）

重点（二）：师：课文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智叟，
同学们，从智叟这个名字你想到什么？（智是智慧的意思）
（聪明的老人）

这个聪明的老人他同意愚公移山这件事吗？生齐：不同意。
（板书：困难重重）

师：从哪里能看出他不同意，他做了什么？又说了什么？
（学生读智叟说的话）（出示课件）

分析重点字词，体会智叟的盛气凌人，和嘲笑愚公的做法。

学生读文字。读出智叟盛气凌人的感觉。

愚公是怎样回答智叟的，学生读文字。（板书：困难重重）

师：这句话是愚公对智叟嘲笑的回答，也是愚公决心移山不
改的宣言，显现出他的信心与气势。愚公用“子”与“孙”
的绵延，表明生生不息精神世代相传，我虽肉体不在，但我
的精神永远不灭。

4、愚公移山的坚定信念感到了谁？结果怎样，谁来读课文？
（板书：成功移山）

5、有感情朗读整篇课文。



6、分角色朗读课文。提示学生注意人物对话的语气。

四、概括全文，体会精神：

1、师：回顾整篇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师：故事中的愚公具有怎样的精神？

生：不怕困难、为达目的努力奋斗、锲而不舍、努力克服困难
（相机板书）

2、总结归纳：这则寓言题目为“愚公移山”，其中对愚公并
没有讽刺的意味，看似愚，实则不愚，而是大智；智叟的智
就是所谓的“小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实则愚笨，没有克
服困难的智慧，目光短浅。老师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上要有愚
公移山那种不怕困难、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六

从前有一片雾，他是个又淘气又顽皮的孩子。

有一天，雾飞到海上。

“我要把大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大海藏了起来。无论是
海水、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见了。

“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天空
连同太阳一起藏了起来。霎时，四周变暗了，无论是天空，
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了。

雾来到岸边。

“现在我要把海岸藏起来。”雾把海岸藏了起来，同时也把
城市藏了起来。房屋、街道、树木、桥梁，甚至行人和小黑



猫，雾把一切都藏了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躲在城市的上空，说道：“现在，我该把谁藏起来呢？”
看来，再也没有可藏的了。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雾把自己藏了起来。

不久，大海连同船只和远方，天空连同太阳，海岸连同城市，
街道连同房屋和桥梁，都露出来了。路上走着行人。小黑猫
也出现了，它摇着黑尾巴，悠闲地散步。

雾呢？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是俄罗斯的谢尔古年科夫，选作课文时有改动。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七

１、了解《列子》及其作者，掌握文中难解的字、词、句，
能读准“仞、畚、孀、龀、厝、陇”等字。

２、学会辨认一词多义和通假字，能口述故事，流畅翻译全
文，能概括寓意。

３、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及愚公形象的现实意义。

４、让学生对愚公的举动发表个人见解，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自主能力。

１、重点：

掌握文中难解词句，疏通全文，熟读背诵。辨析古汉语中的
一词多义现象。



２、难点：

感受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及愚公形象的现实意义。

２课时。

愚公移山，这是一则寓言。寓言的特点是寓一定的道理于简
短的故事之中。好的寓言，往往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深刻的
教育。

１、《列子》，相传为列御寇撰写。里面保存了不少先秦时
期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

２、列御寇，相传为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虚静、
无为，被道家尊为前辈。

１、学生听课文录音，扫清文字障碍：

掌握下列实词：

仞 冀 箕畚 孀 龀 匮 亡 厝 雍 陇

２、通假字：指；反；惠；亡；厝。

３、重点句子的翻译和字词的落实：

年且九十（年纪将近九十岁）

惩山北之塞（苦于大山的阻挡）

杂然相许（大家纷纷表示赞许）

曾不能损魁父之丘（还不能够搬掉魁父这样的小山丘）

且焉置土石（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用土筐把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夏去冬来，经过一年才能往返一次）

甚矣，汝之不惠（你太不聪明了）

汝心之固，固不可彻（你思想太顽固，顽固到不可变通的地
步）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何苦而不平（愁什么挖不平呢）

如太行、王屋何（又能把太行山，王屋山怎么样呢）

其如土石何（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

一厝朔东，一厝雍南（一座放置在朔方东部，一座放置在雍
州南部）

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从此，冀州的南部，汉
水的南边，没有山岭阻隔了）

４、复述“愚公移山”的故事。

１、复习、巩固文中疑难字句的解释。

２、参照课后练习感知课文。

１、逐段朗读课文，讨论分析课文的结构。

第一段：极言太行、王屋两座山的高大，交代它们的位置。

第二段：具体写愚公移山的原因和经过。



第三段：写愚公和智叟的对话。

第四段：写愚公移山的胜利。

前面都是为下文移山的艰难作了铺垫。衬托愚公移山的决心、
信心、恒心。

智吏认为人力是有限的，不能改变自然，因而嘲笑和阻止愚
公移山；而愚公认为人定胜天，山虽庞大但它是死的，不会
随时间流逝而加增；而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生息繁衍则有
无限潜力。智叟只用短浅的停滞的观点看待问题；愚公用长
远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智史与愚公形成鲜明对比。智望之“智”在于认为愚公“以
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这是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
目光短浅，实是愚。愚公之“愚”在于他决定毕生平险、挖
山不止。这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愚公目光长远，且认为子孙
元辰而山不加增，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实为明智之举。智
者实愚，愚者实智。显而易见，这样命名不仅加重了对比色
彩，而且具有讽刺效果，从而突出了愚公形象。

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使山神害怕，天帝感动，文章这样写，
正是恰恰表现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感人至深，其移山之举有不
可抗拒的力量。

６、本文以神话结尾，有什么作用？

本文采用神话结尾，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愚公的宏伟抱负，
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想象方式，
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跟宣传轮回报应的封建迷
信思想有本质的不同。

７、愚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有什么寓意？



愚公是一个有远大理想，不惧怕任何困难，有坚强的意志和
顽强的毅力，不怕吃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令人尊敬的
老人形象。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说明要克服困难就必须
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奋斗的道理。

我们常说愚公精神，那么什么是愚公精神？愚公精神就是不
怕吃苦，不畏惧任何困难的精神；就是敢于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的精神；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我们今天
的学习和以后的生活中，都需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因为我
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将有千万座“太行”、“王屋”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如果
我们缺乏这种精神，那么，我们必将一事无成。

１、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３、预习《诗经》两首。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八

1、指导学生会认读6个生字，会写6个字，自主积累四字词语，
重点学习（（式叠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阅读中联系上下文，
并结合课外资料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

3、使学生懂得：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无论怎样艰险，只要
坚持不懈地努力做下去，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把理想变为
现实。

二、教学重点

使学生懂得在生活中，要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情，
总会获得成功的。



三、教学难点

理解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的道理，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教学准备

生字生词卡片。

五、教学时数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导入。

1、出示课题，你们了解愚公吗？谁能介绍介绍你知道的愚公？

2、“移”是什么意思？你还可以用它组什么词？

3、围绕着这个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4、教师梳理学生提的问题。

（1）愚公为什么要下定决心“移山”？

（2）愚公是怎样移山的？

（3）移山的工作最后成功了吗？

（二）读文感悟。

1、自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在文中画出生字，读一读。

（2）小组内互查，读准生字。

（3）组际间交叉反馈。

2、请七位同学分段读课文。

要求：其他同学边听边画出愚公为什么要下定决心“移山”，
移山的工作最后成功了吗？

3、同学回答问题，教师指导。

（1）你从哪儿读懂的？把这段读出来。

（2）出示填空：因为所以愚公要下定决心移山。

（3）移山的工作最后成功了，但是谁帮了他的忙？为什么天
帝要帮他的忙呢？我们一起看看愚公是怎么移山的，小组学
习，突破难点。

（4）组长带领本组同学读—自然段。

（5）组员分别画出愚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邻居们是怎么
做的；

智叟说了什么。

（6）在组内读一读，想一想愚公是怎样的一个人。

4、各组汇报，组际交流。

5、重点指导：

（1）指导学生把愚公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的语感读出来。



（2）练习对话。

（三）思维扩展。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认读生字的情况。

1、请同学们看课后的生字表，自己先把生字读一遍，不认识
的字可以借助汉语拼音多读几遍，然后把每个生字组成词再
读。每个生字能组几个词就组几个词。

2、请同学分段读课文。（教师从学生读得正确流利的程度，
就能看出学生对生字掌握的情况，还要注意指导学生读出句
子的语气。）

3、学生自己评价。

（二）了解积累词语的情况。

1、本课“我的词语库”中有个词语，出示词卡，全班齐读一
遍。

2、说说后三个词有什么特点。（式词语）

3、这样的词你还能说出几个吗？

（三）指导书写。

1、学生讨论：按结构把八个会写字分类；不同结构的字应占
田字格的什么位置？

2、教师重点指导：应写得左窄右宽的字有“抬、神”；应写



得左宽右窄的有“邻”。应写得上窄下宽的
有“穷”。“齐”字上半部的“文”不应写得过长。

（四）学生书写。

（五）反馈。

认读本课词语。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九

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
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
走了。

邻居对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

“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回答。

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
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

他十分后悔没有听邻居的话，心想，现在修还不晚。他赶快
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
没丢过。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十

古时候，有个孩子叫王冕。因为家里穷，他只念了三年书，
就去给人家放牛。他一边放牛，一边找书来读。

一个夏天的傍晚，王冕在湖边放牛。忽然下了一阵大雨。大
雨过后，夕阳照得满湖生辉。湖里的荷花更鲜艳了，花瓣上
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得出神，心想，要



是能把它画下来，那多好啊！

王冕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每天把牛赶到
湖边吃草后，就专心地画起来。开始怎么也画不好，可是他
不灰心。

他仔细观察荷叶和荷花的形状，观察清晨傍晚、雨前雨后荷
花的变化。他天天跟荷花在一起，把荷花当成了好朋友。这
样练习画了很长时间，那纸上的荷花就像刚从湖里采来的一
样。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十一

《雾在哪里》一课通过不同地方的雾景，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自然现象的奇妙。作者将"雾"化身为淘气的孩子，赋予它语
言，读来有趣，觉得雾的变幻多端与神秘。通过自制课件，
合理设计如下的教学思路，让学生在读与说的教学环境中了
解雾的这一自然现象，感受大雾笼罩的大地是怎样一种景象，
从而培养学生注意留心周围的一切，热爱自然，用语言来表
达自然界中的奥秘。

第一、通过猜谜来导入新课。虽然在导课的技巧中经常用到"
猜谜"，不属别出心裁，但在效果上确实能引发孩子朗读课文
兴趣的作用，为更好地阅读课文做好铺垫。让孩子跟着板书
课题，是抓住了指导学生写字的机会，复习"雨"这个部首。

第二、课文的学习通过以下几个环节展开。

第三、整体感知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用句式说话，"雾把藏
起来了。"了解大雾天，哪些景物被雾笼罩着，理清脉络。

第四、细读课文，在前一基础上让学生划出雾说的话，用正
确的语气来朗读，作者写雾淘气可以从雾说的话中体会出来。



这是个教学的重点，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培养学生掌握朗
读的技巧。在学习"景物变化"的语句时，打破逐节分析朗读
的常规，用句式来指导学生运用课文语言来练说的形式，旨
在将课文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是一个理解记忆并背
诵的过程。在这一环节中，将"甚至甚至"这一段作为重点学
习的内容，通过点拨，使学生初步体会"甚至"的用法，培养
语感。本课的生字较少，主要是采用自学的方式，保护好学
生主动识字的热情，鼓励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学习，积累一
些好的识字方法，学习"及"时，教师适当扶一把，比较同音
字"急、极、级、及"，用做手势的游戏，掌握它们的不同用
法。

第五、在学完课文后，让学生仿照课文内容，看着图片说一
说，雾还会把什么藏起来，出现什么情况呢？目的是引导学
生展开想象，提高表达能力。

接着，在学生还感到学得意犹未尽之际，观看"雾的形成"的
动画课件，将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向高潮，这时，再让学生去
读读《庐山的云雾》更有"水到渠成"之势，再次感受到自然
界的神秘莫测，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感，同时，也对"学语
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十二

本节课比较充分的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
思想，具有明显的学科特色。而且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有独
特的优越性也越发突现出来。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入计算机进
行辅助教学后，不但丰富了教学手段，而且优化了课堂教学
结构，还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小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通过欣赏荷花照片，背诵描写荷花的句子，来感受荷花之美，
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在此基础上，再将王冕画的荷花图
与之相比较，帮助学生理解王冕的画技精湛，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

在生字教学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生字，注重给予相当的时
间进行个体学习，让学生能静下心来通过“拼读字音——识
记字形——理解词义”等环节来自学生字。同时，在指导学
生识字的过程中能根据生字不同的特点有所侧重，不面面俱
到，提高了识字的效率。

这一环节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基本功，如：正确朗读课文，
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读破句，读准轻声等。只有长期地
坚持这样的训练，才能为学生日后的阅读扫清障碍。

其次，我能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教会学生从课题中大
胆质疑，并从读中去释疑，从读中去感悟，初步培养学生质
疑的意识。这样，整个教学就是建立在“设疑引学——辩疑
解难——释疑巩固”的过程中。

文中的这些语句看似浅显，学生好象能理解。但那样的理解
实质是表面的，朦胧的。只有通过教师细致地朗读指导，适
时地补充课外资料，为学生创设情景，才能使学生走进教材，
真正理解王冕画得好是勤学苦练的道理。

同时，多媒体动画的运用，给学生创设了生动的故事情境，
激发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真正起到了辅助教学的效果。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3
篇小学二年级语文《王冕学画》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希
望能够让您对于王冕学画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十三

1、会认“德、段、婆”等12个生字。

2、默读课文，知道课文的大意；能说出课文中哪些新科技给



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

3、有科学幻想意识。

【教学重难点】

重点：认识本课12个生字，会默读课文，知其大意。

难点：幻想未来，能说出自己心中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

【教学准备】

教具：生字词卡片；收集一些有关现代科技的资料、图片。

学具：生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2、齐读课题——《阿德的梦》。

过渡：阿德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请同学们打开书，
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

（二）默读全文，读准字音。

1、请大家默读课文，注意圈出课文中的生字和新词，然后借
助拼音默默地再读几遍，并找出不懂的词语作上记号。

2、小组内提出不懂的问题，互相交流讨论。

（三）再次默读全文，亲身感悟梦境。



1、请大家再次默读全文，看看从哪个自然段可以知道是一
场“梦”？

2、结合课文中的七幅插图想一想每个自然段写的是什么内容。

3、阿德梦见了什么？小组交流朗读体会。

（四）看图读文，感悟“梦”的奇

1、随连环画逐段读文，想想课文中说的事，哪些与现实不一
样。

2、同桌交流读书体会。

3、课文中哪些新科技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4、你从阿德的梦中，想到了什么？

（五）感悟实践

1、学了这篇课文，谁来说说你心中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

2、请大家动笔把自己心中的未来世界的样子画出来吧！

（六）课堂总结。

第二课时

（一）读文排序，看图识字。

1、出示课文连环画，让学生自读全文后按顺序排列。

2、对应图贴出相应的生字卡。

3、小组交流识字经验，发现识字方法。



（1）自己拼读字卡。注意读准“型、屏、订”都是后鼻音；
区别“呜—鸣”；“德”的右边中间有一横；“预”的左边
没有撇。

（2）和同学交流认识的途径，识记方法。

4、练习给生字组词。

（二）积累词语。

认读“载人飞船、顺便、移居、打发、时光、外婆、聊天、
屏幕、新型、污染、销售、预订、长鸣”等词语。

（三）实践交流。

1、默读全文，自己说说你心中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

2、展示自己画的未来世界，并在小组内交流。

3、学生上台向全班展示交流。

4、把画得好的作品展出于展示台中。

（四）课堂总结。

孩子们，为了我们心中的梦，为了实现我们心中的梦，让我
们现在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树之歌课文教学反思篇十四

孙中山小的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只是先生念，学
生跟着读，然后把读的段落背诵下来．至于书里的意思，先
生从来不讲解。

一天，孙中山照例流利地背出了前天天学的功课。先生在他



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读了几遍，很快又背下来了。但是，
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
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
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您能讲解
吗？”

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教室里
顿时鸭雀无声。

先生拿起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
了？”

“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

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学问，学问，
不懂就问。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
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

先生讲得很仔细，大家听得很认真。从此，孙中山一有不懂
的事情，就主动的问，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