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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学反思(汇总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一

首先，在学习“玲”字的'时候，考虑到“玲”字组词对孩子
来说有点难度，就出示“小巧玲珑”一词让学生认识，但我
只举了一个例句，孩子可能还没完全明白什么是“小巧玲
珑”；“端详”一词对二年级的孩子确实有难度，所以我找
了另外两个对比较鲜明的词“张望”和“注视”让学生作比
较，讲到端详一词时，我并没有做到引导孩子理解这个词，
而是通过做动作、举例句让孩子理解，这个过程并没有实现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其次，在引导孩子体会人物心情变化，有感情朗读课文时收
效不大，我没有更好地让孩子体会到爸爸和玲玲的心情。

最后，孩子在回答什么是“好事”和“坏事”时，我没有一
步步地引导孩子说出答案，而是急于让孩子说出正确答案，
导致大部分孩子都不能很好地理解。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二

《植物妈妈有办法》是一篇非常有儿童趣味的文章。孩子们
在读的时候很容易进入角色。在读到“四海为家”一句时，
孩子们都放慢了速度，当我问为什么要这样读的时候，学生
根据自己理解说：地方很远很多，所以时间要花的多，所以
应该读得慢些。看来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词的'具体意义，



可是他们已经能够根据上下文来理解了，并把自己的理解融
入到朗读中来，我很开心。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三

因为本学期要求要背会三十首古诗，我在看书的'时候，发现
本册四首古诗中，我们已经背过了三首了，这一首《赠刘景
文》是没有接触过的。于是我在本周开始就已经安排学生背
诵了。我发现一个情况，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我每周要求
的古诗，孩子们个个背得好极了，可是要求他们背的课文却
有一部分学生很不流利。这是怎么回事呢？本课准备在学生
全背后之后再讲，所以没有小结。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四

首先，在学习“玲”字的时候，考虑到“玲”字组词对孩子
来说有点难度，就出示“小巧玲珑”一词让学生认识，但我
只举了一个例句，孩子可能还没完全明白什么是“小巧玲
珑”；“端详”一词对二年级的孩子确实有难度，所以我找
了另外两个对比较鲜明的.词“张望”和“注视”让学生作比
较，讲到端详一词时，我并没有做到引导孩子理解这个词，
而是通过做动作、举例句让孩子理解，这个过程并没有实现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其次，在引导孩子体会人物心情变化，有感情朗读课文时收
效不大，我没有更好地让孩子体会到爸爸和玲玲的心情。

最后，孩子在回答什么是“好事”和“坏事”时，我没有一
步步地引导孩子说出答案，而是急于让孩子说出正确答案，
导致大部分孩子都不能很好地理解。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五

《回声》这篇课文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非常有趣，同时回



声这一现象，学生也有感受。本节课的重难点就是第4自然段，
这一段讲妈妈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进河里，石子激起一圈圈
波纹，又荡了回来。课文从这一自然现象入手，引导学生了
解回声形成的原因。我运用课件，化难为易，变抽象为直观，
突破难点，取得较好的效果。

具体操作如下：先让学生自读课文，与同桌交流回声是怎样
形成的，指一名学生用自己的话回答，然后要学生从书上找
出描写回声的句子。接着，教师打出课件：随手扔起一颗小
石子到水池里，要求学生观察、口述水面的`变化：池里的水
被小石子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池塘岸边，又荡了回来。
最后，要求学生朗读本段，找出动词，加以体会。口述过程，
展示课件，想象回声并反复进行。由于学生对回声原理了解
清楚、透彻，很快地就能把这段课文背下来。

展示课件，展示水面波纹活动的景象，使学生直观、形象地
理解了课文内容，教学难点迎刃而解。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六

《我是什么》虽然是一篇科普文章，但却描写的生动活泼，
充满童趣。文章用第一人称自我介绍的方法，以生动的语言，
讲述了水的变化及其利与害。描画出水的各种形状。文中不
点明我是水，更增加了趣味性。教学时我重视了以下几点：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挑选自己爱好的文中角色（云、雨、雹
子、雪）读有关的句子，把自己当做那个角色，让学生自然
而然地走进课文，融入课文。为更好的知道课文做好铺垫。

在教学云变成雨、雹子、雪这一段时，我抓住了“落、打、
飘”三个动词来感受它们的不同特点，让学生加动作表演出
来。同时又结合演示，使学生进一步感悟到文章用词的准确。
然后渗透到感情朗诵上。我又请男生读雹子的句子，女生读
雪的句子，体会雹子的力度，雪的'轻巧。



在教学时，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先让学生用自己爱
好的方式自由读，再通过读、说、演等各种情势，充分知道
课文。学生自由读，教师指导读，读得好的同学读给大家观
赏……使整堂课声情并茂，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朗诵爱好，使
学生不知不觉融入到课文描写的情境当中。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离不开具体形象的支持，当学生
通过读课文知道了水变成汽的进程后，我又通过课件演示，
把深奥的自然常识变得浅显易懂，加强了教学成效。在教学
中，我还注意引导学生联想和想象，帮助学生知道课文，是
他们知道了课文写的“我在池子里睡觉，在……舞蹈、唱歌、
开大会。”中“睡觉”是水安静的样子；“漫步、奔跑”是
水在活动；“舞蹈、唱歌”是海水在翻动及它发出的声
音。“开大会”是指水很多，百川入海嘛。

学生通过课文学习，遭到了环保知识的教育，相信在以后的
生活中回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省用水，保护环境。

最后，在课程终止之际，我又布置了一个学生乐于接受的作
业——画一画水的变化，并注上说明文字。是学生的课堂所
学得以延伸。

当然课堂也有不足之处，个别同学还没有完全融入课文的学
习当中，多是积极性调动还不够。在教学水的不同形状是还
可以渗透一些写作技能。

总之，以后的教学中我要扬长避短，使自己的语文教学水平
更上一层楼。

小学语文二年级教学反思篇七

本次练习共安排了5个板块，有认清笔顺、学用字词句、写好
铅笔字、读读背背、口语交际。本次练习的重点是学用字词
句和口语交际。口语交际的内容紧贴学生的生活实际，是一



个很好的教材，在培养口头表达能力的同时，又能养成说话
姿势的习惯。

书上配以三幅情境图，分别表现了几个孩子在不同情境中不
得体的说话姿势。课堂上，我先用自己作例子，做了一个很
难看的姿势给孩子上课。许多孩子都在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
我立刻追问：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有大胆的孩子就说：
老师，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还经常教育我们，
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今天你自己却做不到了。于是，我乘
势揭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孩子觉得很有趣，立即打开书本，
积极地投入到讨论的行列中，大家各抒己见，都发表着自己
的观点，分别对这三幅图进行了分析，并对错误的说话姿势
加以纠正，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孩子经过思考、讨论、交
流这一些列的活动，亲身感受到说话时候的姿势是那么重要，
在任何场合，都应保持正确的说话姿势，正当文明的好学生，
可想，一堂好的课，是不需要多说的，老师的.一言一行足以
给孩子启示，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这话一点都不假。

当然这样的说话训练课，也并非一朝一夕，应当贯穿于整个
口语交际的教学过程中，也就是在今后的口语交际的教学中，
都应该落实这一要求。我们应引导学生去观察自然，做好生
活积累，注意日常的言行举止的修养，不断提高口语交际的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