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 荷花第一课时教学反思
(优秀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一

荷花(第一课时)

教材分析：

《荷花》一课是浙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第八单元的第二
课。本文先从正面(1至3自然)对荷花的香味、形状和姿态等
作了生动的描写，随后用侧笔(第4至5)自然段)通过作者自己
的感受、想象进一步表现了荷花的动态美和“我”对荷花的
赞美，虚实结合，写出了白荷花美的极致。

本文的训练重点是学会概括一段话的主要意思。课文第3、4
自然段段意的概括有一定的难度，课后题4以把句子补充完整
的方式进行训练，较适合学生现有的水平，的以，在平时的
教学中，我们应该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和已有的能力，采取灵
活有效的方法。

本文第2自然段中围绕哪一句话来写新老教材有一定的出入。
我认为新教材中的教材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第2自然段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按“总分”结构来写的，而要从分
析4、5、6三句话围绕哪一句话来写的进行分析，指导学生理
解是围绕“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来写的，写
出了三种不同形状的荷花。再进行荷叶的分析。



教学目标：

1、了解荷花的美丽，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学会本课9个生字，理解8个新词的意思。

3、能按要求把句子补充完整，能按提示分析指定的句子。

4、能按提示概括第3、4自然段的主要意思。

5、能背诵课文第2、4自然段。

教学重点：

1、初步学会概括自然段段意的方法。

2、在朗读中体会荷花的美丽。

教学难点：

第4自然段意的概括。

教学准备：

1、课前请美术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荷花的图画。

2、投影仪、小黑板等。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第1--3自然段，初步感受荷花的美丽。

2、学习生字新词，练习概括1--3自然段的段意。



3、在课文的学习中结合绘画，培养学生表现美的能力。

教学重点：

1、初步学会概括自然段的段意。

2、在朗读中体会荷花的美丽。

教学难点：在朗读中体会花荷花的'美丽。

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我们学过的古诗很多，谁能背背已学过的古诗。对于已学的
古诗中我们能不能背一首描写荷花的古诗。

板书课题。

二、初知课文内容。

1、听课文录音，说说课文哪几个自然段直接在写荷花的美丽。

2、听清课文中生字新词的读音。

三、检查

1、自学课文，读准课文中的生字和新词。

挨挨挤挤莲蓬花骨朵饱胀

破裂姿势翩翩起舞舞蹈

以最快的速度记住自已认为最难的字词，说说自己是怎样记
住的。(“莲蓬”、“舞蹈”重点词语来讲解。指导学生在图



中找一找莲蓬，说说字的结构，指导书写。)

2、说说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3、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直接写荷花的美丽？

四、学习课文第1--3自然段。

我们学习画画，首先自己要有一个整体的构思，今天的课文
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来构思。请同学们默读课文1
至3自然段，说说这三个自然段分别从哪三个方面来描写荷花
的特点。(清香、形状、姿势)

1、学习第一自然。

(2)如何概括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

复习单元学习提示：用“什么，怎么样。”来概括。(小黑板
出示“单元学习提示”)

练习：(小黑板出示)

a、清早，我到公园玩。

b、我一到公园，就闻到荷花的香味。

c、我赶紧向荷花池跑去。

(3)如果用图画来表示清香，我们该如何体现呢？

先闻到了荷花的清香，接下来，我们向荷花池边跑去，去看
一看如诗中描写的那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荷花。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二

《荷花》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荷花》教学设计（第一课时）湖北省丹江口市实验小学张
晓霞一、教学理念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的熏陶。努力
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新型语文课堂，始终体现学生是学习的
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二、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
学会本课的12个生字,能正确读写10个生词;理解课文内容,感
受荷花的美丽。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感情朗读的能力,阅
读想象能力;背诵课文;养成积累语言的良好习惯。3、情感目
标：欣赏荷花的美丽,体会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培养热爱大自
然的感情。三、教学重点：理解白荷花开放的种种姿态。四、
教学难点：想象这一池荷花为什么像“一大幅活的'画”。五、
教法学法1．采用不同形式，不同要求的读，引导学生感受课
文的语言美。2．利用多媒体课件，让学生欣赏荷花的美丽，
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妙，让学生伴随着教学过程的推进，入
情，动情，移情，抒情，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三

《观潮》是一篇文质兼优的写景文章。作者寓情于景，通过
对农历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雄奇壮丽，气势非凡，景观
的描绘，抒发了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思想感情。本文的教学，
不但要使学生增长见识，学习作者的.观察及表达方法，受到
语文能力的训练，还要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壮美
河山的思想感情。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本节课我遵循“学生为
主体，我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这一原则，坚持导读法教学。
让学生在导读中分析、综合、比较，在分析、综合、比较中
导读，以读代讲，寓讲于读，使学生在分析、比较、综合的
思索过程中理解课文，获取知识，提高听说读写能力。在教



学过程中我努力营造一个“实在、有序、轻松”的氛围，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参与教学全
过程：引导学生紧扣文题，质疑问题；读、找、议，培养自
学能力；有机地运用教学、课件强化感性认识；反复训练朗
读，加深对文章的理解；熟读成诵，积累知识。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四

《春笋》一文写的是春笋在美好的春天来临之际，破土而出，
旺盛生长的情景，热情赞美春笋不怕困难，顽强向上的生命
力。

这篇课文，虽然简短，但是让学生完全进入角色，充分理解
春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顽强的生命力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以读悟情。

一、在角色中体验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学段中提出：对感兴趣的人物
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这就指出了
在阅读中要强化感受性、体验性。课文开头写道：“一声春
雷，唤醒了春笋。”在听了春雷的声音以后，我说：“雷公
公是怎样唤醒春笋的呢？谁来扮演雷公公？”孩子们一听，
兴趣来了，纷纷要求做雷公公。于是，我让孩子们都做雷公
公来唤醒春笋，愿意怎么唤就怎么唤。通过这一环节，充分
的调动起了孩子们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孩
子们的童趣。

二、抓关键词感悟

文中“它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是比较难理解的句子，虽
然寥寥数字，却显示了春笋一股不断向上的顽强。在理解这
句话时，我让学生找一找“笋娃娃冒出地面”不容易的词语。
孩子们找到了“冲破、掀翻、冒”，孩子们说冲破的是厚厚



的泥土，然后请孩子读好“冲破泥土”，他们都能读的声情
并茂，可见他们已理解词语，体会到了春笋的不容易。仍然
让孩子们把自己当作春笋。“春笋，春笋，你从黑洞洞的泥
土里钻出来了，你看到了什么呀？”孩子们激起了强烈的表
达的欲望，他们调动大脑中关于春天的一切信息――来自书
本的，来自生活的，来自平时积累的……畅所欲言。

三、在朗读中感悟

这一节课，感觉孩子们说起来了，读起来了，背起来了，他
们真正动起来了。我想：语文课堂就是要让学生凭借教材进
行扎扎实实的听说读写的训练，让每个孩子都能真正习得语
文，提高语文能力。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五

【教学内容】

这篇讲读课文具体描写了颐和园的美丽景色，赞美了祖国园
林艺术的辉煌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首先弄清游览颐和园的顺序和文中所
写的几个景色的方位。然后，着重理解几个主要景色的特点，
抓住最能表现特点的重点词句，展开想象，产生身临其境的
感觉。

【学习目标】

1、了解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受到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和爱美
情趣的陶冶。

2、体会作者表达的情感，了解作者是怎样围绕中心进行表达
的。



3、学会本课新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了解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受到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和爱美
情趣的'陶冶。

2、体会作者表达的情感，了解作者是怎样围绕中心进行表达
的。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看课件，你想说什么呢？

二、学生自学

1、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2、解决生字词。

3、小组交流自学情况。

4、小组代表汇报，集体纠正问题。

5、自己读课文，要求正确。



6、两人一组互相检查，要求正确流利。

三、理清脉络，概括段意

1、轻声读课文思考。

2、小组讨论。

3、代表发言，阐明理由：

第一部分：（1）北京的颐和园是个美丽的大公园。

第二部分：（2～5）分别介绍了长廊、万寿山、昆明湖的特
点。

第三部分：（6）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清。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六

在３月２１日下午第一节，我完成了《将相和》第一课时的
教学任务。教完后，我掩卷思考，深深感受到教学是一门遗
憾的艺术。但真实、扎实、朴实，能确保课堂的有效性。在
这一课时的教学中，我注意整合三维目标，努力寻求语文教
育中工具性与人文性，多元解读与价值取向，动与静的平衡
点。做得较好的有以下几方面：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尽量做到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让每一
位学生得到认可、得到尊重，保持学生学习的上进心，让学
生学得轻松，学得愉快。如有强同学在读生字词时，根据他
的'学习水平我让他认识哪一个就读哪一个，尽可能地让他有
成就感，有继续学习下去的勇气。开火车读课文时，当同学
们紧张了或读不好了，我就会露出笑容鼓励他们，让他们没
有任何心上负担或不愉快。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同学们温
暖极了，思维也就活跃了。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只有留出足
够的时间让学生充分感知全文，与文本进行亲密接触，学生
才能有独特的感受，才会有所得，有所惑。此时，教师适时
出现，组织、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文本。在推敲词句，咬文嚼
字中与学生一起与文本的高尚灵魂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调整
或纠正学生在阅读体验中存在的偏差，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受到美好情操的熏陶。本课时，我安排了有梯度的
读：初读，感知全文。快速浏览，掌握内容，再读，把握联
系，精读，体会人物品质。学生在爬梯的过程中，思维空间
不断扩大，思维深度不断拓展。在这种看似平静的课堂中，
学生却思维活跃，学有所得。

课前让学生搜集有关背景资料并交流，既为学生理解课文做
好了铺垫，又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在教学过程中及时照顾、鼓励学困生，同时关注中等生和优
等生的学习情况。

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本课时的教学中也有
不足之处。如：

１、时间安排不够合理：

由于在初读全文这个环节中的开火车读课文，占用了过多的
时间，导致精读完璧归赵这个小故事时时间不够，草草收兵。

２、有些环节安排不够恰当：

在初步把握《将相和》这个大故事的来龙去脉时，让学生完
成填空：将相不和的原因是（xx ）（ xx），后来又和了是因为
（xxx ）。在学生填不好时，如果不急于求成，而是设个悬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精心研读文中的三个小故事
吧。这样不但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还使问题得到完
美解决。



猫的第一课时反思篇七

不少语文老师说语文课越来越难上。好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
要简简单单上语文，可是就连许多特级教师似乎也没有把语
文课上简单。为什么简单的事反而搞复杂了《老师们说：怕
别人说没有新意，没有亮点。没有亮点意味着什么《它虽然
不能和失败画等号，至少意味着平庸。

以往，我的许多徒弟，每拿到一篇课文，还没读两遍，便考
虑怎样上出彩来——做什么样的课件，哪里可以表演，哪里
可以小组合作,哪里可以拓展、发散，哪里可以多元解读，如
此等等。企图以花架子来制造亮点。

语文教学的真正亮点在哪里？

前不久，我在西安执教了《第一次抱母亲》。既没有做课件，
也没有表演，却获得了师生的好评。如果说获得师生掌声和
赞叹之处是亮点的.话，那么，归纳一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我的朗读，二是学生的朗读，三是我对关键词语的理解和
处理。其他还有一些，如老师的讲解和板书的字等。

朗读的亮点，不仅体现在学生朗读得声情并茂上，即结果上，
更体现在老师的引导上，即过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