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 葡萄沟教学
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一

《葡萄沟》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
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
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学习的，使学生
透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学找找课文的中心句，初
步感受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并让学生充分朗读，感
受“好地方”。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
三个方面的资料：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
丽；维吾尔民族老乡十分热情好客。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
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
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
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
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民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透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
老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透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
游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
情。

另外在文本的赏析中，一个重点段落中的重点词汇“五光十
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把握好的话，学生的情感将被充
分调动。“五光十色”除了颜色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
光泽，甚至能够联想到这些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珍珠般闪闪发光。透过该词的学习孩子们对葡萄的美感受
更深了。

本课的遗憾之处是：文本解析的不够透彻。在本堂课中，老
师说的太多，以致学生留给学生自主合作的时间少了一点，
在以后教学中，要多留时间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

另外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力求
问题设计的简洁。让课堂教学思路能够更加清晰明了，问题
设计更有层次性，和启发性。

我们的语文课应该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重
视语文教学的审美因素，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质，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每个学生在语
文课有限时空中得到美的陶冶、美的净化，领略美，从而全
面提升他们的素质。如何在《葡萄沟》这一课的教学中使学
生得到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呢？我的感悟是
从“读”入手。

朱光潜：“美感起于形象直觉。”要品味文章的语言美，要
从朗读开始，因为朗读是感知的主要方式，朗读可把无声的
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如可让学生读读全文进行整体感受，
数遍后，让学生说说自己对葡萄沟的印象，学生在此过程中
自然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紧接着让学生说说好在什么
样地方？再读自己喜欢的部分，结合理解“凉棚、五光十色、



”等词让学生展开想象，学生感受到葡萄成熟前和成熟时都
是那么美；当有的学生提出他喜欢的句子“要是这时候你到
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时，学生从“准”一字就会快体会到葡萄的多，
也很自然体会到了葡萄沟人的人情美。通过反复的读品味到
作品语言的准确与精美。

思想是作品的灵魂。语文教材很多作品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
理，凝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审美观点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
看法，是学生认识生活的源泉，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和道德
教育、形成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强大手段。通过读“凉
棚、一串串、五光十色、热情好客”等词不仅使学生享受到
字词的美妙，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葡萄，更因为那里有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
读这篇课文，不但要让学生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
还要让他们在读中产生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向往，增强对少数
民族人民的热爱之情。让学生的心灵感受到了人情的美，让
他们在思想的森林中呼吸，使学生扬起率真的生命激情，思
想得以升华，人格将得以崇高。

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二

《葡萄沟》一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
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
有名。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而展开，使学生通
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新疆对对于生活在宁波地区的学生们来说是既遥远又陌生，
同时又充满着好奇和向往。孩子渴望了解那里，对教材中的
许多地方充满了好奇，他们想知道：“葡萄沟在哪
里？”，“梯田是什么样的？”，“荫房是什么样子的？”，
“葡萄干是怎样制成的？”……诸多问题不是仅仅依靠教师
的解说就能解决的。即使是，那也必将是枯燥和无趣的。



在上这节课之前，我首先布置了课前参与的内容，请学生在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葡萄沟的基础上，继续练习朗
读课文，并认真思考大家质疑的问题“为什么说葡萄沟真是
个好地方？”同时可以从不同渠道搜集相关的资料，如从教
师提供的资料中，从网上下载，向爸爸妈妈咨询等等。并把
查找来的信息进行整理，让这些信息最有效的为自己在课上
参加研讨时服务。这样的课前参与，不仅为课中研讨奠定了
基础，而且学生带着探索的头脑走进课堂，更能促进课上的
学习。

我从以下几步实施了课堂教学：

在这节课上，先让学生通过录像去葡萄沟游览一番，让学生
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情，葡萄干有
名。

在游览一番后，再让学生自学课文，从课文描写的语句中了
解葡萄沟好在什么地方？然后在四人小组中进行研讨。由各
小组长带领组员共同研究（一起读读，一起交流自学成果），
这种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既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做到了全员参与，又做到了视学生为学习发展的主体，为每
个不同个性、不同学习需要的孩子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小组合作学习结束后，是全班的集体交流。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也在试着抓住重点的词句，来深入思考、理解课文内容。
如“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一句，学生能结合图
片，充分体会“一大串一大串”的意思并想象出葡萄真是又
多又好。

在学生从美句中了解到葡萄沟的葡萄多，而且是五光十色的，
在想象出还有哪些颜色后用自己的画笔画一画葡萄的颜色。

在学生讲到葡萄沟的葡萄干特别有名时，让学生品尝我事先
准备好的葡萄干，这样做，学生不仅品尝到了葡萄干的美味，
更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前面的每一个步骤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到葡萄沟
的美，激发学生对葡萄沟的热爱之情。

最后，在本节课结束的时候，我布置了课后延伸的内容，请
学生为维吾尔族老乡推销葡萄干，请学生在课后把自己学完
《葡萄沟》一课的感受和体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表现，
或朗读课文，或背诵段落，或画一画，等等，使课内知识进
一步拓展，体现出作业的层次性、开放性、实践性、创新性。

不足之处：

在上每一节课前，都觉得自己设计了一幅最美丽的宏图，这
一次也不例外。可上好了课，却总是发现考虑欠妥当的地方
很多，以使课堂教学中出现可好多遗憾之处。例如：在小组
交流之后，本应该让多个小组派同学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
在学生对于“为什么说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有一个整体
的了解之后，再按顺序逐个进一步了解具体好在哪里。可我
却在一个同学汇报急急冲冲的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这样，
不但使小组交流流于形式，更影响了我下面环节的教学。如：
学生一下子从第一个内容跳到了最后一个内容。在加上所教
班级的学生发言不是那么好，我一着急使整个教学程序出现
了混乱。本来，想的好好的让学生多朗读，并做到多种形式
的朗读，通过朗读理解重点词语，再从读中悟情。结果是词
语没有理解好，当然更没有读好。

《葡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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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三

《葡萄沟》一文主要介绍了我国***吐鲁番的葡萄沟，那里盛
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本课重点
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而展开，使学生通过理解语言
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在上这节课之前，我首先以谈话导入，询问学生喜欢吃葡萄
吗？葡萄吃时味道如何？激起学生学习兴趣，拉近学生与文
本的距离。接着抓住了一个教学的“主问题”，即在整体阅
读教学中能起主导、支撑作用，能引发思考、讨论、理解、
创造的重要的问题——“从哪里能感受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
方”引领学生走进文本，探寻答案。

在讲解第二自然段时，我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教学的重要
支撑，通过展示各种各样的图片，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什么
是“凉棚”以及葡萄的多、美。还在课文的学习过程中加入
了句型训练，使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每
个特殊的句型在表达作者思想感情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同时
我引导学生充分的`朗读，读出对葡萄沟的喜爱之情，整个课
堂是琅琅的读书声。让学生多朗读，并做到多种形式的朗读，
通过朗读理解重点词语，再从读中悟情，效果不错。

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篇四

《葡萄沟》一文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
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



课堂上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天方”那句话展开学习。
一上课我让学生找一找那句话，学生很快找到了那句话——
葡萄沟真是个好天方。接着引导学生思考：葡萄沟到底好在
哪里？请大家默读课文一至三节，看看那三段与“好天方”
有甚么联系。通过读文学生知道第一自然段写葡萄沟水果多。
那里没有仅有人们最喜爱的葡萄，还有杏子、香梨、蜜桃、
沙果等。第二自然段说葡萄沟景色美而且人也好。第三自然
段说葡萄沟临盆的葡萄干鲜而甜。学习课文时，我把第二段
作为重点来学。因为学生缺乏生存体验，茂密的枝叶怎么会
搭起一个个绿色的凉棚；五光十色的葡萄又是怎样的，梯田
和阴房是甚么样子的，我运用课件把相关的图片展示给学生
看，学生对那些东西有了直观的认识，好像置身于葡萄沟丰
收的.场景中，运用对比法，学生理解了“五光十色”的意思，
很好的突破了教学重难点。接下来播放着课件引导学生背诵
那部分，学生很快就背诵了下来。学习第三段时，让学生自
主学习，首先让学生默读课文，找找葡萄干的建造过程，然
后利用课件引导学生把葡萄干的建造步骤梳理了出来。那样，
学生对那一段的内容的形貌有了更深刻的记忆。

一节课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天方”来学习、朗读、感悟，
训练了学生通过抓中间句理解课文的能力，从而促使学生用
此种方法读其它文章。

二年级葡萄沟教学反思篇五

由于经验不足，明显存在：

1.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比较不敢放手，引导过程中较为急
促，学生思维的训练玫有充分发挥。

2.忽略了教学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

3.没有切合学生的学情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
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
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
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
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
吃个够。”通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老
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通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
游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