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 苏教版下大
雨教学反思(优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一

20xx年x月x日，星期x，大雨。

今天下大雨了，然而我没有带伞去学校。可想而知，今天一
天，我有多么的狼狈。湿漉漉地坐在教室里听课，又湿漉漉
地走回家来。好在自己这样了一天，还没有感冒，要是感冒
了，我可就惨了！

这样浑身湿漉漉了一天，没有感冒，这还得归功于回家后喝
下的那碗姜汤。妈妈不知道我今天没有带伞出门，但她看见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怕我着了风寒，给我熬了一大锅姜汤在
家等我。等我湿漉漉地回到家时，她吓坏了，她赶紧把我关
进了浴室里，让我冲一个热水澡。

我洗完了澡出来，妈妈已经把姜汤端到我面前了，滚烫的'姜
汤里还飘着我几颗最爱吃的大枣。我坐在餐桌边喝姜汤，妈
妈则站在我的身后给我梳头发、吹头发，这让我觉得自己是
全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也许正是这股暖意驱散了今天一天的雨以及所受的风寒吧！
不然我怎么会湿漉漉地听了一天课，却没有感冒呢？！我喝
完了一碗姜汤，又找妈妈要了一碗姜汤，好像这姜汤里有着
妈妈的乳汁，我喝了就可以强身健体。



今天下大雨，我淋了雨，其实最心痛的还是我的妈妈。从小，
我的妈妈就担心我有什么头痛脑热的，每次我不舒服，她也
会感觉不舒服，好像真有母子连心的那种意味在里头。我今
天淋了雨，妈妈不是给我热姜汤就是给我吹头发的，让我享
受了被淋感冒了的病人的待遇，而这种待遇正是有妈的孩子
的待遇。

真好，世上只有妈妈好。不时世上只有妈妈好，也是世上妈
妈对我最好。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对妈妈好，哦我现在就要
学会对妈妈好，因为这种爱是任何爱都无法超越的一种爱。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二

《小露珠》是一篇优美的童话，写了小露珠由形成到消失的
过程以及小动物和植物对小露珠的喜爱，赞扬了小露珠的美
丽、可爱以及大自然的和谐、融洽。本文融科学知识、优美
语言、思想启迪于一体，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美好
情操。本文语言精当优美，生动形象，是学生学习语言的范
例，要通过学习使学生不仅感受小露珠的可爱，更要感悟作
者是怎样用语言来表现小露珠的可爱的，因此我根据教材的
特色，立足教材，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

1、品味字词，感受准确性

通过扮演小青蛙、小蟋蟀、小蝴蝶与小露珠打招呼，借助声
情并茂的图片，让学生了解小露珠“闪亮”“透明”“圆
润”的特点，并让学生通过对比提炼出青蛙的“蹦”、小蟋
蟀的“爬”、蝴蝶的“落”，随之引导学生能否用别的词替
换其中的动词。因为学生日常生活中很清楚以上动物的生活
习性，学生立即回答出不能替换的理由，进而也就明白了作
者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并指导学生在以后的写作中也要注意
用词准确。

2、抓住关键词，品读课文



课文的第六自然段写小露珠美化、滋润了植物。通过自读，
同学们很快就找到植物喜欢小露珠的原因：“让植物们显得
格外精神”“让植物更加生机勃勃”，部分学生还说出了小
露珠让植物们“像俊俏的小姑娘戴上了美丽的珠宝”。我随
即抓住“格外精神”“俊俏的小姑”“美丽的珠宝”“生机
勃勃”这些词让学生感悟到植物为什么喜欢小露珠。

3、课内延伸，练笔深化

在即将结束本课学习时，我设计了这样的问题：小露珠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滋润着植物，美化着植物，为植物
门奉献着自己。此时此刻，你想对小露珠说些什么？指导学
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小露珠的赞美。学生有的直接表达了
对小露珠的喜爱之情，有的赞美了小露珠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的表达了对小露珠的不舍之情……这样既培养了孩子的口
头表达能力，也培养了孩子的写作能力，让孩子在课堂上形
成一个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在教学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课后，我仔细地对自己进
行了反思，各位评课教师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让我获益
匪浅。例如，在学习文中三句比喻句时还可以进行有针对性
地训练，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这种修辞手法。另外在结束本
课前还可以利用“我明天还会来的。”引导学生回忆课文第
一自然段描写的小露珠形成的过程，让整堂课显得更有整体
性。总之，在教学上还要多下功夫。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三

清晨，我正在叠被子，突然，乌云翻滚而来，天空中顿时黑
蒙蒙的，蓝天白云的美丽景色顿时变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哗啦啦”地下着。
雨打到玻璃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天空变得好像晚
上6，7点钟时一般黑。雨越下越大，让我感到很寂寞。树枝



被雨打得不停地摇着头，好像在说：“雨真大！”许多娇嫩
的花朵被雨水打落下来。渐渐地，渐渐地，雨越来越小，毛
毛点点的小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声音非常悦耳，
天也慢慢地亮了。大约半小时后雨终于停了，空气清新了许
多，沾满灰尘的路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小鸟也飞出来
争夺食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藏在池塘底下的躲雨的小
鱼，摇着尾巴游出来。树叶上的.小水珠像一颗颗晶莹透亮的
珍珠，美丽极了。翠绿的草地上又传来欢乐的笑声。刚才还
灰蒙蒙的景象，现在又变得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了!

下雨前和下雨后的景色可真是不一样啊！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四

花生在地下结果的特征，为常人所知。但在许多小朋友的眼
里，却是个谜。本文借小松鼠找花生这件事，间接地告诉学
生：花生在地下结果这一常识。

上课伊始，我以一首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
胖子”导入课题，接着学生在读完课题后，我提出了“花生
长在哪里?”，“小松鼠为什么要找花生果?”，“小松鼠找
到了没有，在哪找到的?”等问题，激起了学生极大的阅读兴
趣。

在课的最后，我还帮助学生拓展课外知识，组织学生交流：
除了花生果，你还知道哪些植物供我们吃的部分也长在泥土
里?(土豆、山芋、藕、萝卜、番薯„„)这实际上是让语文学习
向生活延伸，对于语文的学习不能局限于教材，要让孩子们
从小树立语文即生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五

《小露珠》一课位于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第五单元。第五
单元所选的三篇课文都是美文，遣词造句精当，文章意境优
美。培养学生的美感是本单元的编材意图。本文以童话的形
式融科学知识、优美语言、思想启迪于一体，体现了三方面
的美：

1、形象美。课文中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翩翩起舞的小蝴蝶、
天真可爱的小蟋蟀人情味十足的喇叭花等等都给了孩子鲜明
的印象，激起了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

2、意境美。从夜幕降临小露珠开始形成，受到各种小动物们
的赞美，到无声地滋润、装点植物，与植物们依依惜别，字
里行间处处流露着浓浓的人情味。3、语言美。文章篇幅不长，
但里面的佳词妙句处处闪现着光芒，值得学生积累，比如形
容钻石的闪亮、珍珠的圆润、水晶的透明、小露珠的光彩熠
熠、植物们的生机勃勃等等，让学生领略了语言文字的精妙。
众多的要素综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学生训练语言、体会美好
意境、陶冶学生性情、丰富学生积累的范本。

我根据教材特色，立足文本资源，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语
文课堂洋溢着浓浓的语文味：

1、在课堂教学中，动物们对小露珠的喜爱，孩子们一下子都
能找到，但是动物们对小露珠的赞美，我觉得理解得还不是
很到位，要能够让孩子们理解钻石闪亮、水晶透明和珍珠圆
润在这里修饰的是多么贴切。在这个教学环节中，我设计了



让孩子们自己扮演其他的小动物对小露珠进行赞美，孩子们
也说出了自己的赞美，可惜的是我没有及时进行总结，让孩
子回到文中看看书上的赞美和你的一样吗?谁的好，这时让孩
子自己能够更深一步的理解原来书本的语言文字那么优美，
以后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也能够借鉴与运用。从小露珠的美中
体会动物们对它是多么的喜爱。

2、创设情境：在教学小动物们和小露珠的对话中，我创设情
景:“想想除了这三只小动物还会有哪些小动物还会来和小露
珠打招呼呢?”而在教学小露珠滋润万物的段落中，我又创设
情景：“如果你是金黄的向日葵或者是碧绿的白杨树，你会
怎样感谢小露珠呢?”而最后，“小露珠即将离开我们，如果
你是植物中的一个，你会对小露珠说些什么呢?”学生畅所欲
言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角色，而且也深化了对小露珠的认识，
提高了学习与生活的自信。

3、使用多媒体资源，让学生认知珍珠的“圆润”，水晶
的“透明”，钻石的“闪亮”，扫除认知障碍，品味文章用
词的准确、形象，展开想象的翅膀，除了书上说的三种小动
物，你还想扮演哪种小动物，也学学他们的打招呼方式，向
小露珠打个招呼，赞美一下小露珠吧!同学们有的把小露珠比
喻成新鲜的透明葡萄，有的把小露珠比喻成玻璃球，还有的
把小露珠比喻成天上的星星……大家的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成了小露珠的好朋友，同时对动物们的
行走方式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通过这次的教学，我也看到了自己在语文教学中的不足，与
语文课改的距离，下面简谈我的两点感受：

一、让“自主”的理念更好地在课堂中落实

“自主”已成为课改以来我们常用的一词，在课堂教学中体
现自主，在学生学习方式上追求自主。可如何在课堂教学中
体现这一理念，已是我们很多老师长久以来思索探究的事。



我这次执教的《小露珠》一课，自主的理念就未体现到位。
执教时，我顺着文本思路走，没有让学生在自主阅读提问、
自主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教学。对于这种童话型的课还应更注
重情景的创设，激发自主学习的兴趣，以少而精的、富有思
维含量的问题，让学生自主解决。

二、多元化的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的多元化，这是人文性的要求。由于每一个学生的
知识经验和解读角度的不同，对解读的内容自然会作出有个
性的阅读见解。这就要求教师以多元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武
装自己，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地发挥其主导作用，指
导学生尽可能地走近文本、回归文本、拥抱文本，领略真善
美的真谛。本课教学中，我忽视了小露珠从形成到消失这一
自然科学过程的理解感悟，而是一味地以自己对文本的解
读——小露珠的“无私奉献”牵强于学生，人文教育生硬、
一刀切，忽视了学生个性阅读的存在，约束了学生对文本解
读的多元化。

善于总结、反思课堂的成败与得失，才能取得教学上的不断
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我会继续在教学领域中收藏自己的点滴心得。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六

《三顾茅庐》是根据罗贯中的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中的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的内容
改编而成。课文记叙了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请诸葛亮出
山，辅佐他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故事，赞扬了刘备求贤若渴、
礼贤下士的精神。

教学时我抓住了“刘备诚心诚意拜访诸葛亮”这条主线展开，
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文中写刘备决定第
三次到隆中，张飞嚷着要用身子捆来，刘备生气责备。通过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对比，突出刘备对诸葛亮的敬重，为
下文具体描写作了铺垫。其次，结合课后习题，抓三个比喻
句：1、他们来到隆中，只见那里的山山冈蜿蜒起伏，好像一
条等待时机腾飞的卧龙。2、刘备听了茅塞顿开，像拨开云雾
见到了青天。3、我得到诸葛先生，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
啊!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通过朗读感悟，明白比喻句中喻体
和本体之间的关系，领悟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刘备的求贤若
渴，以及与刘备之间的亲密友情。第三，紧扣文中精彩的景
物描写，结合课后习题让学生在课堂上用“来到……只
见……”的句式写一处景物。让学生多积累多运用。

在这篇课文教学完成后，我建议孩子回去读一读三国故事，
在班里开场三国故事会，希望以本课为契机激发学生读三国
的兴趣，再利用阅读课，指导学生用读本课的方法去读《三
国演义》。

苏教版六年级折扣问题评课篇七

今天的语文课学习6《小露珠》。检查学生读书情况时，我和
学生商定，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以开火车的形式
读，如果读错了就要停下来换下一个人。（以往读书的`形式
很多，但我总是让学生耐心听同学读完后进行评价。）由于
采用新方法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我发现听的同学特别认真，
读书的同学更认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前两个同学由于
多字或少字被叫停后，第三个同学是贾缤，一个很内向的男
孩，平时不爱读书，从第三段开始，他居然非常流利地一直
把课文读完了，同学们不由自主的为他鼓掌，他自己也非常
激动。我更为之激动——为贾缤同学的认真读书、为同学们
喜欢这个新方法！我不由得为孩子们鼓起掌。

以前，我总是担心用这种办法会扼杀孩子读书的欲望，总是
要求学生耐心听等同学读完在指正。今天一试“遇错叫停”
使读书的孩子更认真了，听的孩子也非常专注，忽然觉得自
己真是杞人忧天，惭愧惭愧！相信出现错误的同学一定能知



错就改的。今后还是把这种方法发扬光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