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优秀10
篇)

经典总结是不能被时间抹去的宝贵财富。如何阅读一本好书，
这是每个热爱阅读的人都应该掌握的技巧。欣赏经典电影的
魅力，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经典电影赏析。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一

反复朗读，凸现主体，是切入该课文的突破口。现代教学观
强调重视调动学生的学习过程，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主体
活动，教师不可包办代替。反复朗读凸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化传统的烦琐分析讲解为琅琅读书声，“激昂处还他激昂，
委婉处还他委婉”，畅快忘情的阅读，使学生的主体参与意
识和学习热情逐渐高涨。朗读，激起了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
营造了一种活泼高涨的气势。语感语气有了，内容有了，思
想有了，篇章有了，学生真正成了行为的主人、思维的主人、
情感的主人。

给了学生一片创新的蓝天，造就了学生发表主见的天地。新
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对课文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并能运用合作的方式，共同探讨疑难
问题。在这堂课上，学生对学习内容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
择那些自以为最有意义的语句作为思考品赏的对象，去主动
的独立的体验、感悟、思考，获得启迪；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大胆想象联想，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阐述自己的理由，再
在互相交流中思维碰撞，成果交流。文学欣赏没有标准答案，
给他们一个艺术再创造的空间去思考，虽然学生谈出的理由
不十分充足，甚至较肤浅，但他们已在教师信任的目光中形
成了热情，他们在积极思想、热烈交流中流淌出了无以比拟
的学习之乐，享受到了浓浓的审美乐趣。这样不仅满足了学
生个人的需要，也是对学生自身价值的认可，它能唤起学生
积极探讨的活力，学生的参与意识增强了，主体地位也得到



了尊重。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二

培养小学生质疑的习惯应该从小做起。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
提出不同见解，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给学生以
表现的机会。

教师的提问应以启发式、商讨式为主，让学生觉得亲切自然，
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想象；学生谈、议自由，
以开拓学生参与学习的空间，体现学习过程，使每个学生都
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变语文教学课堂为思维与各类活动的
天地。如在学习课文第三节时，我问：你觉得达尔文找到答
案容易吗？你是从哪些词语看出来的？大部分学生都能找
到“许多”“反复”“终于”，可是一个孩子却把小手举得
高高：“老师，我有补充！”他的小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
“我觉得‘捉’‘观察’‘比较’这些词语也能体现出他的
不容易来。

比如观察，他必须有一定的目的去看这些昆虫才叫观
察……”很显然，他已经完全置身其中，把自己想象成主人
公了，其他学生被他的回答感动了，于是更多的小手举起来
了：“老师，我知道‘比较’就是把一样东西和另一样东西
比”……我想，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已经不再需要那
样“努力”地对学生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了，当学生完全进
入角色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能体会到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为
科学家的精神所感动。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三

《有趣的发现》类似于一篇科学小短文，告诉孩子们只有适
合岛上环境的昆虫才能生存下去，课文的重难点就是第三自
然段。



表演完后，我让孩子们大胆地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都
是一只只可爱的昆虫，刚才在大风来临时，你们正在做什么
呢？”孩子们情绪高涨，有的说：“我是一只可爱的蝴蝶，
大风吹起来了，我张大翅膀使劲飞，结果勇敢的我活了下来。
”有的说：“我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大风吹来了，我一下子
就躲在岩石后面，凤就吹不到我身上了！”说完还得意地学
着蚂蚁的样子爬了几下。这时一个同学垂头丧气地站来起来，
他伤心地说：“我是一只小翅膀的昆虫，大风吹来了，我的
力气小，顶不住，被海风刮到海里去了淹死了。”说完还做
了个倒地的动作，那滑稽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四

培养小学生质疑的习惯应该从小做起。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
提出不同见解，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给学生以
表现的机会。教师的提问应以启发式、商讨式为主，让学生
觉得亲切自然，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想象；学
生谈、议自由，以开拓学生参与学习的空间，体现学习过程，
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变语文教学课堂为思维
与各类活动的天地。

我想，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已经不再需要那样“努力”地
对学生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了，当学生完全进入角色的时候，
他们应该都能体会到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为科学家的精神所
感动。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五

课堂中，我们常会遇到学生思路不畅的情况，那么我们该怎
么办呢？我认为首先教师保持冷静。“不管风吹雨打，胜似
闲庭信步”，这是应用教学机智的原则之一。冷静，能让我
们的头脑更清楚，思维更敏捷，灵感便会在刹那间迸发出来，
教师便能恰当而有效地引导学生。



其次，教师要随机应变，灵活处理课堂中的意外情况。我们
虽然可以在课前作好充分准备，但再有预见性的'教师也不可
能预料到课堂偶发情况的出现；再周密的教案，也不可能为
偶发情况事先设计好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步骤．因为教学环境
不是完全封闭的，更何况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向交流活动，
教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学生的思维发展、情感交流的情
况，教师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我在备这一课时，就根本不
觉得让学生说自己的发现是一个难点，学生就能很快说出很
多发现来。因此，完全没料到学生会出现冷场。但我突然灵
机一动，想到用我自己童年时的一个小发现来抛砖引
玉：“老师先来讲讲我童年时的发现吧。”这样的随机应变，
打破了僵局，唤醒了学生生活经验，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这
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机智，同时也可以看出教师的
教学机智是多么重要。

最后，我想说，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学机
智是教师素质的画龙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
摸索、思考、积淀，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六

《童年的发现》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写作者童年时发现胚胎发
育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先是梦中飞行；由梦中飞行引出了为什么会在梦中飞行及老
师对此所作的解释；由老师的解释引出了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疑问以及对这个疑问的大胆猜想，这个猜想就是作者的童年
发现。

作者语言幽默，对自己童年的发现颇引以自豪，对因童年的
发现而被老师误解有一丝的愤懑。这些情感靠一味地品词析
句，可能学生也不能有深的理解。于是，我让学生分角色朗
读课文，再进行比较朗读。在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时，我引
入了哥白尼，布鲁诺的故事，然后请学生围绕“下课后，学
生们围着小主人公会说些什么”这一主题进行小练笔。有了



角争朗读的入情入境的感受，有了比较朗读的体会，有了故
事人物的对比，还有了情景的想象，学生对于作者的这种求
知若渴，大胆想象，幽默和愤慨，就不难理解。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七

《童年的发现》是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第23课。本文是苏联作
家费奥多罗夫写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文章以第一人称视角
叙事，以一个儿童的眼光去思考和探索人的起源这个科学性
很强的问题。文章展示了“我”对这个问题思索探究的过程。
表现出“我”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求知若渴、善于观察、善
于思考的特点。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作者探究胚胎发育规律经历了“梦中
飞行——询问老师——痴迷思索——得出结论”几个阶段，
最后因为自己的结论在生物课上得到验证，自己情不自禁发
笑。老师误解了笑声，自己被驱逐出教室，作者以幽默的语
言自嘲——世界上的重大发现，有时还会给人带来被驱逐和
被迫害的风险。

因为是略读课，所以我紧扣自学提示让学生自主学习。针对
课文内容，我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1.作者童年时，有什么
发现？2.这一发现历经了几个阶段？3.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4.如何理解文章最后一句话？5.交流你觉得有趣的部分。

在认读生字环节，因为没有提前布置预习任务，所以这一环
节出现了不少问题。基础较弱的同学总也读不准确，只能课
下让师傅辅导认读。同时，在这一环节，我只让同学们画出
了需要积累的成语，却忘记了借助《字词句段篇》理解成语
的意思。

在自主学习环节，问题一同学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在解决
问题二时，同学们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引导同学们抓住关
键词句，如我的发现始于梦中飞行，那么第一阶段就是梦中



飞行。有了梦中飞行后，我又经历了哪些？同学们这才有了
思路，纷纷找到“询问老师”。但是后两个阶段概括起来有
些困难，在提示下，部分学生可以说出“认真思考”。在一
点一点的提示下，阶段梳理完毕。反思整个梳理过程，课堂
相对沉闷，学生对课文不熟悉，思考时间不足，处于一种接
收状态，课堂失去了应有的锻炼能力的作用。

问题四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学生知识储备有限，不理解这句
话的含义，我简单给学生补充了科学发展史上遭到迫害的例
子，如哥白尼，布鲁诺。在学生还不能理解的情况下，我直
接让学生参考《字词句段篇》。这也算是一种直接的处理方
式吧。课后反思，学生不理解的原因一是知识储备问题，二
是学生读课文的时间少，对课文不熟悉，思考感悟的时间较
少，没有结合课文理解作者的处境和想法。

课堂上的另一个失误就是问题五。课堂上虽然设置了问题，
但是并没有让学生再次读课文，交流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
这一问题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反思整个课堂，问题较多，课堂效果不佳。课堂上没有让学
生得到应有的锻炼，没有结合语文要素展开学习。面对课堂
安静时刻，自己有些慌张，没有给足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
整个课堂显得沉闷无趣，一问一答模式较多，没有发挥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另外，板书设计不规范，这是备课
环节的一大问题。在教学中，还需要强化目标意识，在教学
环节中体现教学目标，渗透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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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八

《童年的发现》是一篇回忆童年趣事的文章，这篇文章理解
起来不难，初读感知、自读自悟、重点悟读、讨论交流等问
题都很快地解决了，然而在最后一个环节却出现了问题。我
问：你们在生活中也有过许多发现，来，说说吧！可出乎我
意料的是，刚才还热闹的课堂一下子沉寂了下来，一个个默
不作声，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一定是重大的发现呀，
在生活中的，学习中的，只要是你自己通过思考、观察得来
的，都行。可仍旧没有一个人举手，我不禁有一丝愠怒，正
要发作时，一个声音告诫我说：冷静，冷静，千万不可动怒！
怎么办呢？此时，我脑中灵光一闪，何不讲一讲自己童年的
发现来启发启发学生呢，于是我马上想到一篇文章，即蜘蛛
在雨天结竖网，晴天结横网。于是面带微笑对学生说：这样，
我先来讲一个我童年时候的发现吧！好！顿时，全班同学的
目光都投向了我，我慢慢地讲到：小时候呀话音刚落，教室
里便慢慢地嘀咕开了。

课堂中，我们常会遇到学生思路不畅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首先，教师切忌动怒．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用理智驾驭感
情，保持冷静。

其次，教师要随机应变，灵活处理课堂中的意外情况。我们
虽然可以在课前作好充分准备，但再有预见性的教师也不可
能预料到课堂偶发情况的出现；再周密的教案，也不可能为
偶发情况事先设计好具体的解决方法和步骤．因为教学环境
不是完全封闭的，更何况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向交流活动，



教师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学生的思维发展、情感交流的情
况，教师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九

《童年的发现》一课讲的是作者童年时的一个发现，反映了
儿童求知若渴的特点和惊人的想象力。

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自读课文，练习生字词，
领读生字词及全班齐读。接着让学生说识字方法和写字注意
事项，但说完后，我没有就几个重点的字让学生练写，这一
环节进行的不扎实，这与我对五年级的学情认识不够有关系。
接下来，再让学生读课文，找到作者童年的发现是胚胎发育
规律，并让学生练说课文主要内容，学生找到文中的语句拼
凑在一起，并不能用自己的话连贯来说，我引导学生按
照“开始—经过—结果”这一顺序来说，但学生似乎不太理
解，我也不知如何引导学生，这一环节也就草草了事，我把
主要内容说了一遍。接下来，再让学生默读课文，找出作者
是如何发现这一规律的，学生找到了“梦中飞行、向老师提
问、生物课上”这些过程，再让学生理解作者为什么能有这
些发现，学生理解到作者的聪明，求知欲，探索精神等。

整个一节课，我感觉教学不扎实，太浮于表面，只是往前推
进环节，学生似乎对文中的内涵，对作者的求知精神理解不
够透彻，对文中某些重点词语也没有指导学生理解。另一个
原因，我也不太熟悉五年级的课文，课前备课不到位。如何
引导学生，我感到很困惑，以后我要多听课，多多学习。

箱板上的新发现教学反思篇十

《童年的发现》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写作者童年时发现胚胎发
育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先是梦中飞行；由梦中飞行引出了为什么会在梦中飞行及老
师对此所作的解释；由老师的解释引出了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疑问以及对这个疑问的大胆猜想，这个猜想就是作者的童年
发现。

作者语言幽默，对自己童年的发现颇引以自豪，对因童年的
发现而被老师误解有一丝的愤懑。这些情感靠一味地品词析
句，可能学生也不能有深的理解。于是，我让学生分角色朗
读课文，再进行比较朗读。在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时，我引
入了哥白尼，布鲁诺的故事，然后请学生围绕“下课后，学
生们围着小主人公会说些什么”这一主题进行小练笔。有了
角争朗读的入情入境的感受，有了比较朗读的体会，有了故
事人物的对比，还有了情景的想象，学生对于作者的这种求
知若渴，大胆想象，幽默和愤慨，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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