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精选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
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篇一

1.形象直观的多媒体课件，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学生对四
个小动物在雪地上如何画画，怎么画一目了然。

2.适机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如让学生用"有……还
有……有……和……"的句式说说雪地里来了哪些小画家，规
范了学生表达的语言。

3.在理解第四句时结合图片理解了小画家的画与自然界里的
一些景物是多么相象，然后结合四个小动物，反复诵读，这
句话。

在课堂上，老师那富有儿童化的语言和优美的肢体语言带给
学生们的更是一种享受。老师范读课文后，让学生以各种形
式读，培养了学生对课文的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
又培养了同学间的团结合作精神。

新课程倡导课堂教学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课堂上
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适时机地向学生抛出便于
讨论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在议一议中统一思路，学生合作学
习的能力逐步得到培养。另外能引导学生在朗读后进行自评，
互评，学生的评价水平逐渐增强。

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有活力的。老师让学生展开想象，小



鸡画的像竹叶，还像什么还让学生想象雪地里还会来哪些小
画家，会画什么这样的问题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又发
展了学生的思维。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篇二

《小露珠》是一篇非常优美的科学童话。它的美主要体现在：
故事的意境美、形象美和语言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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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课堂洋溢着浓厚的语文味。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感情为基础，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
境，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探索能力。

在2-5自然段的教学中，我首先抓住青蛙、蟋蟀、蝴蝶问好的
句子，让学生通过品读、评读，感受它们喜欢小露珠。然后
创设情境：“小露珠沐浴着阳光，耳边聆听着小动物的赞美。
如果你是小露珠，心里会想些什么?”

学生畅所欲言：啊!我真像水晶那么透明!啊!我真高兴!……
学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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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第7自然段时，我又创设了“向日葵、白杨树、喇叭花会
怎样和小露珠告别呢?”在探索中，学生的答案丰富多
彩。“小露珠，再见了，我们会想你的。”

“小露珠，我舍不得离开你”……学生通过自主地探索，感
受到植物与小露珠的和谐相处。、开放的课堂给他们带来开
放的思维，灵感的碰撞让他们拥有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
当他们理解了课文内容再来读这一段，自然是动情又传神。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篇三

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创造意
识和能力、善于发现和探究、有着强的动手能力的人，成为
一个既生存于社会之中，又能服务于社会的人。

党的十六大为民族手工艺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为了使我们的
下一代进一步的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手工艺，
让我们灿烂的民间手工艺得到传承和发扬，把民族手工艺引
进课堂很有必要的。《风筝》是中华民族手工艺中的一朵奇
葩。风筝是集科学常识、手工艺、美术、娱乐、运动等于一
身的综合学科。作为综合实践课深受学生欢迎。学生通过独
立设计、制作和放飞的过程，增强了学生的探究和创新意识，
并能体现基础基本技能的综合应用。通过本次实践活动的指
导我发现，风筝课不应停留在浅层次的手工技艺传授上，而
要把风筝悠久的历史阶段和文化及与之相关联的更深层次的
东西挖掘出来，展示给学生，使他们的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民族手工艺中的丰富内涵得以充分了解。再用他们
文化中学到的知识去理解、实践。

在风筝课上怎样能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得以充分发挥，就需
要我们老师把学生所学各学科知识有针对性的进行分解、整
合，逐渐渗透到风筝制作中，这样既充实了风筝课的教学内
容，以调动了学生学习风筝制作的兴趣和积极性。为达到教
学目的，就需要我们适当地了解小学教材的内容，尽可能的
对学生在文化课中所掌握的知识，在风筝课得以利用，并给
予延伸和补充，以此形成互补。由此拉近风筝与文化课的距
离，即能达到锻炼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又增强了
动手能力。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篇四

读文多遍，内容多，挖掘点也多。怎么上，我首先决定
抓“主题教学”。我从文中找到了一条线，用这条线贯穿整



堂课的教学，这条线就是文中的这句话：“他将永远在我的
记忆中行走、微笑，用那双写了无数粉笔字的手，放起一只
又一只理想的风筝。”因为这个句子对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
难度，而且也最能体现刘老师放飞的不单单是自己生命的风
筝，放飞的更是一个个学生生命里的风筝，照应课题，突出
了文章的主题。拎住这条线，我就拎住了这堂的主题，于是
学生就紧紧地围绕这条线，从关于刘老师的三个事例中找到
相关的细节，品读感悟，刘老师的形象逐渐丰满，刘老师的
人生态度逐步彰显，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逐步深入，文章的
主题也逐步清晰。

其次是“以生为本”。“学生已经懂的不学，说了学生也不
明白的也不学”。我在课堂上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篇
课文中，事例很典型，文字表面的意思很好理解，难体会的
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因此，我把立足点就放在让学生
通过细节的感悟，去体会文字背后的情感，让学生说出自己
的感受。但因为这篇文章很长，有1200多字，所以，我在学
生交流的基础上，抓住了几个点，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当然
还渗透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运用学习方法学习新的
内容。

一课上下来，觉得缺少了那么五分钟。

理想的风筝反思总结篇五

《理想的风筝》是苏教国标本第十二册第七单元的一篇课文，
课文通过回忆的方式，描写了一位残疾教师的形象，刻画了
他乐观开朗、工作认真、对生活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执着的追
求。每每读着这篇文章，我们都会为刘老师对生活的热爱和
顽强的生命力而感动。作为刘老师的学生，三十多年的岁月
并没有冲淡作者苏叔阳对刘老师的回忆，反而更使他深深地
回忆这位恩师。到底是什么，使作者对刘老师如此思念呢？
我想这也许正是这篇课文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课文的灵魂所
在。



教学伊始，我出示了三组词语，让学生读读词语，想想每组
词语想起了文中刘老师的什么事？学生在脑海中再现故事情
境，很自然地起了铺垫作用。在教学中，我紧紧抓住作者三
十年后回忆刘老师时的心理独白，以“你从中读到了一位怎
样的老师？”为主问题，以“刘老师，您在哪里啊？我深深
地、深深的思念您……”为情感主线来组织教学，力图使学
生通过笑谈腿疾、写板书、放风筝这三件事例，抓住文中的
细节描写，如抓住残谈腿中的“笑”，提问同学时刘老师的
神态，放风筝中的“乐”，引导学生品词读句，与文本展开
对话，与作者进行交流，使孩子们能在读中感受刘老师乐观
开朗、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与执着的人生态度，感受刘老师
的言行举止对学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真正理解课文题
目“理想的风筝”的含义。从本节课的教学来说，我基本上
是围绕着这一思想来组织教学的，让学生精读课文，抓住三
件事中的细节描写，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与感悟，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反复诵读作者回忆刘老师时的心理独白，使学生在
情景交融的教学氛围中展开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