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
思 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精选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一

低年级的朗读训练是重点，要利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感情
朗读指导，并在朗读中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

教学中我以小熊和小松鼠的情感变化为主线，抓住“乐坏
了”、“很难过”、“再也受不了了”“高兴得哭了”等重
点词句和语句，让孩子在朗读中体味小熊和小松鼠的情感变
化。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
情感的熏陶这节课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以下几点：

课堂上我对孩子们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不多。要知道孩子们是
特别喜欢老师给予他成绩的肯定。激励性的语言更能激发孩
子们的学习热情。在课堂上我出现了打击孩子的现象，这样
的事情我以后还要多加注意。

在讲课文的时候有一点没讲到：松鼠和小熊吵架了很难过，
可为什么每天还是这纸船和放风筝呢？因为他们还想做朋友，
可是为什么不把纸船和风筝放出去呢？因为他们没勇气不好
意思。

我原本把教案背的很熟了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点没讲到。
讲过之后想了想可能是太紧张了吧！出示一张房子的图片在
课堂上没起到作用。评价语和过渡语不是很准确。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二

《纸船和风筝》以生动的.语言，向小朋友们讲述了一个感人
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让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在清清
的溪水和蓝蓝的天空中也留下了纸船和风筝带去的问候、祝
福、谅解和浓情，纸船和风筝成为维系发展他们友谊的桥梁
和纽带。反思这节课的成败，我感觉无论是在实践新的教学
理念，还是在注重语文基础训练，我都做了有益的尝试。

利用简笔画，创设情景。新课程改革提出关注学生的情感生
活和情感体验，教学过程应该成为一种愉悦的精神生活和积
极的情感体验。教学开始，我根据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内容，
利用简笔画的形式，引入故事中两个可爱的小动物，并让学
生找到小松鼠和小熊的家，引起了学生的兴趣。黑板上寥寥
几笔勾画丰富了教学内容，也为后面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做好
了铺垫。

以读为主，注重语言文字训练，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低年级的朗读训练是重点，要利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感情
朗读指导，并在朗读中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教学中我以小
熊和小松鼠的情感变化为主线，抓住“乐坏了”、“很难
过”、“再也受不了了”“高兴得哭了”等重点词句，让孩
子在朗读中体味小熊和小松鼠的情感变化。让学生在读中有
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读是理
解文字、体会情感的纽带。“语文教学要回归到读上，所有
的创新都应建立在读好的基础上。”本节课堂教学充分地体
现了由读通到读出感情的训练过程，并把读通课文与读好长
句子和重点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指导到位，重点突出。教学
中抓住“乐坏了”“他们再也看不到纸船和风筝了……”等
语句，抓住矛盾，体验情境，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
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结全
具体的语境，体会了“飘与漂”的不同含义，并仿写句子。
同时教者采用了自读、范读、跟读、配乐读等方法，在如何
读出感情方面进行了有效地组织和尝试。



重视识字写字教学，扎实地落实新课标。新课标明确指
出“识字教学应注重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
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
在教学中教者采用多种形式，有效地突出了教学重点。如：
借助拼音读——结合句子读——合作的形式认记生字，交流
识字方法——用“纸船和风筝”游戏，巩固认字——揭示
（示字旁）的特点及演变，引导学生理解字义——引导书写，
互相评价等，这些活动环环相扣，整个教学活动充满了生动
活泼，扎实有效。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给儿童以劳动的快乐，取得成绩的快
乐，唤醒隐藏在他们内心的自豪感，自尊感，这是教育工作
的一条金科玉律。”在课即将结束的时候，让学生把祝福的
话和小伙伴们分享，使每个孩子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获得
成功的满足。他们乐于展示自己，他们更懂得关爱伙伴，他
们的个性健康地发展。

但课堂总是充满了遗憾啊！在课堂实际生成的瞬间，我只能
凭自己的一种直感去感受来自孩子们的对文本的解读和回应，
然后对教学预设作出相应的随机调整。这种课堂策略当然受
教师敏感度和经验度的影响，我在这方面明显是很欠缺的。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三

新课程改革提出关注学生的情感生活和情感体验，孔子说
过“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教学过程就
应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精神生活和用心的情感体验，我在教
学中根据课文资料多次设置情境，使学生始终处于丰富的情
感体验之中。

本课是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老师在教学一开始就透过精美
的板画创设出了美丽的童话世界，极大地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更巧妙的是，老师让学生戴上自己做的头饰，来扮演这童话
王国里的一个人物，使学生真正深入到课文中来，极大地增



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也为后面明白课文资料做好铺垫。

音乐的运用也是本课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课文一至六自然
段写了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的经过，是情绪欢快的部分，
配上简单欢快的音乐进行感情朗读，使学生充分明白友谊给
人们带来的快乐。七至九自然段写了两个人吵架后各自的感
受，是情绪忧郁的部分，欢快音乐戛然而止，代之以悠伤的
乐曲，一下子感染了学生的情绪，在这种氛围中指导朗读明
白课文，一切都水到渠成。

老师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让学生有丰富充分的情
感体验，明白了友谊的重要，对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有了
必须的感受。

低年级段朗诵训练是重点，老师个性注意利用多种形式对学
生进行感情朗读指导，使课堂上充满琅琅书声。

在指导学生朗读第三自然段时，老师让学生找到了描述小熊
快乐的句子，学生一下子找到了“乐坏了”这个词，老师立
刻抓紧这一个词进行朗读训练，让学生先用换词的方式体
会“乐坏了”的意思，使学生很快体会到了这种快乐的感受，
朗读自然就到位了。

再如，在指导朗读第十自然段时，让学生当小老师教老师读，
给老师提出朗读的意见和要求，在师生共同探究的过程中，
进行感情朗读的训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用心性，引起他们
很大的兴趣。

在用心倡导新教改的大潮中，老师吸收了新的教学理念，但
没有忘记对学生进行扎实的语文训练。课文中出现了“漂、
飘”，一个是风筝飘在空中，一个是纸船漂在水里。王老师
抓住这两个音同意异的字进行语文训练，出示两个句子后，
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借机引导“飘”带风字旁和风有关，
是指飘在空中，而三点水旁的“漂”和水有关，指漂在水里，



老师小结时指出汉字独有的魅力，引起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好
奇和热爱，进行语文的熏陶。

学习完课文，老师仍然没有忘记对学生进行语文训练，她出示
“小熊看到了许多纸船向他漂来，他……”这句不完整的话，
让学生补充完整，学生在充分明白课文的基础上，很容易想
到小熊的表现，还要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对学生综
合潜质的训练。

总之，执教的《纸船和风筝》一课，无论是在实践新的教学
理念，还是在注重语文训练，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四

《纸船和风筝》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纸船和风筝带
着问候，带着祝福，带着深深的谅解和浓浓的真情，在清清
的溪水里和蓝蓝的天空中，在山顶和山脚架起了一座友谊的
长桥，纸船和风筝让松鼠和小熊成了好朋友，同时又成为了
他们两个之间友谊的桥梁。

我在教学中紧抓小熊和松鼠“友谊带来快乐”这条线，放手
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体验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在朗读中悟情理、品情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教学一开始我就通过板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感染了学生的
情绪，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也为后面理解课文内容做好
铺垫。

以读为本，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1、把“读”贯穿始终，读中感悟，以悟促读。抓住了文中的
第三和第五两个重点段。引导学生揣摩人物的心理，引起学
生情感上的共鸣，再通过读强化学生的内心体验，使学生读
出了意，读出了形，读出了情，读出了味，把课文的人物形



象、情感、语言三者融为一体。

2、教学中抓住情境体验。如抓住“乐坏了……”等语句，体
验情境，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
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结合具体的语境，体会
了“飘与漂”的不同含义。

本文中有些地方描述比较详细，而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简约含
蓄，给学生们的思维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延伸的空间，我充
分利用这些“空白”点让学生想象，来开拓学生的思维，在
人文感悟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语言训练，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同时，也使工具性和人文性有一个较好的体现。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五

一、创设情境，体现童趣。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读书是语文学习的根本。我在阅读
教学中还学生以真正“读者”的地位，让学生在自主阅读，
直接阅读的基础上，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究，发现、
交流等多种学习过程，从而让他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活动中加深理解与体验，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在语文教学
中，我合理地使用情境教学法，不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而且还能使学生在情境中成为学习的主人。于是在教学
活动中我努力将学生带入一个富有色彩的童话故事，让他们
与文中的小动物打招呼、和小动物们进行心灵交流。通过这
些活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盎然，还结合情境理解文中的词
语，引发学生的潜在智慧得以体现。

二、诵读悟情，体现发展。

以读为本，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读是理解文字、体会
情感的纽带。“语文教学要回归到读上，所有的创新都应建
立在读好的基础上。”本节课的教学充分围绕由读通到读出



感情的训练过程为主，并把读通课文与读好长句子和重点部
分有机结合，加以指导，重点突出。我在教学中抓住“乐坏
了”“他们再也看不到纸船和风筝了……”等语句，抓住矛
盾，体验情境，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
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结合具体的语境，
体会了“飘与漂”的不同含义。另外，多读是感悟的基本方
法，又是发展语言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在教学中将读贯穿教
学始终，采用了自读、范读、跟读、读中思考、读中体会等
方法，在如何读出感情方面还进行了有效地组织和尝试，引
导学生在读中一步一步走向文中两个小动物的情感世界，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识字教学情境化。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教学要注重运用多种形
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有主
动识字的愿望和习惯，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我在识字
教学中，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
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让
学生快快乐乐识字。在识记过程中，学生既了解汉字的演变
历史，又学会了识记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热爱祖国语言
文字的情感。

四、体验成功，放飞潜能。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给儿童以劳动的快乐，取得成绩的快
乐，唤醒隐藏在他们内心的自豪感，自尊感，这是教育工作
的一条金科玉律。”在课即将结束的时候，让学生把祝福的
话和小伙伴们分享，使每个孩子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获得
成功的满足。他们乐于展示自己，他们更懂得关爱伙伴，他
们的个性健康地发展。



部编版二年级纸船和风筝教学反思篇六

《纸船和风筝》是一篇挺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文章以生动的
语言，向小朋友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让
小松鼠和小熊成了好朋友，在清清的溪水里和蓝蓝的天空中
也留下了纸船和风筝带去的问候、祝福、谅解和浓情，真正
成了维系、发展他们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反思这节课的成败，
我想，无论是在实践新的教学理念，还是在注重语文训练，
我都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成功之处在以下几点：

孔子说过“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教学
过程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的精神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
我在教学中根据课文内容多次设置情境，使学生始终积极参
与其中。我在教学一开始就通过精美的简笔画创设出了美丽
的童话世界，极大地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更巧妙的是，老师
给学生分成小组，来扮演这童话王国里的一个人物，使学生
真正深入到课文中来，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也为
后面理解课文内容做好铺垫。

音乐的运用也是本课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课文一至六自然
段写了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的经过，是情绪欢快的部分，
配上轻松欢快的音乐进行感情朗读，使学生充分理解友谊给
人们带来的快乐。七至九自然段写了两个人吵架后各自的感
受，是情绪忧郁的部分，欢快音乐戛然而止，代之以悠伤的
乐曲，一下子感染了学生的情绪，在这种氛围中指导朗读理
解课文，一切都水到渠成。

简笔画的充分利用，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了课文。在孩子们
自读课文第一自然段后，为了更好地让孩子理解山脚和山顶，
我便在黑板上简单勾画出他们的位置。孩子们兴趣高涨，学
得主动，效果很好。

我在指导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始终注意让学生有丰富充分的
情感体验，理解了友谊的重要，这样孩子对怎样交朋友和维



护友谊就有了一定的感受。

低年级段朗诵训练是重点，老师特别注意利用多种形式对学
生进行感情朗读指导，使课堂上充满琅琅书声。

在指导学生朗读第三自然段时，我让学生找到了描写小熊快
乐的句子，学生一下子找到了“乐坏了”这个词，于是，我
就立刻抓紧这一个词进行朗读训练，让学生先用换词的方式体
“乐坏了”的意思，使学生很快体会到了这种快乐的感受，
朗读自然就到位了。

再如，在指导朗读第十自然段时，让学生当小老师教老师读，
给老师提出朗读的意见和要求，在师生共同探究的过程中，
进行感情朗读的训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引起他们
很大的兴趣。

在积极倡导新教改的大潮中，我吸收了新的教学理念，但没
有忘记对学生进行扎实的语文训练。课文中出现了“漂、
飘”，一个是风筝飘在空中，一个是纸船漂在水里。我就抓
住这两个音同意异的字进行语文训练，出示两个句子后，让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借机引导“飘”带风字旁和风有关，是
指飘在空中，而三点水旁的“漂”和水有关，指漂在水里，
并在小结时指出汉字独有的魅力，引起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好
奇和热爱，进行语文的熏陶。

最后，我出示了“小熊看到了许多纸船向他漂来，他……”
这句不完整的话，让学生补充完整，学生在充分理解课文的
基础上，很容易想到小熊的表现，还要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
来，这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训练。

总之，执教的《纸船和风筝》一课，无论是在实践新的教学
理念，还是在注重语文训练，我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但课堂总是充满了变数，是永远不会完美的艺术，虽然课前



准备及其充分，但在课堂的把握上，还有很多地方不太理想，
引起了我的思考:

1、朗读得多，时间分配不合理，整个教学过程显得前松后紧。

2、课堂教学设计得太满。可能出于向学生们展示一个较为完
整的教学流程的考虑，我的教学安排过于饱满，使得最后合
作读读、演演的环节没能充分展开。读得高潮掀起处不是很
多。我将力争在以后的教学中做到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