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寒号鸟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二年级寒
号鸟教师教学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寒号鸟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围绕训练重点和难点设计教学流程，切实有效地提升
了学生的综合素养，现总结如下：

首先，引导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接着由作者简介抛出问题：
默读课文，说说梦境中出现了几个难忘的场景？教学如何取
小标题，再让学生自己动手取标题。学生在此与文本对话，
课文选取的场景逐渐明朗，感受也越来越深。

通过交流归纳，我相机板书：住旅店交学费摇船送我。在理
清了文章的主要场景之后，我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体会主要的
“小渔船”三个片段，来感悟到生活的小事中的动人细节。

本文教学的一大特色便是从教到学，真正把方法教授给学生，
以学生为主导，能够做到课堂的主人，运用方法，在课堂上
落到实处。

不足之处在于文章有很多细节描写没能真正让学生体悟，以
及场景取小标题没有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有点遗憾。

寒号鸟教学反思篇二

就是这样一只叫鸟不是鸟的小动物带来了一篇经典的文章，
就是这样一篇经典的文章里藏着许多语文密码……这就是部



编版二年级上册的一则民间故事《寒号鸟》。本文通过运用
对比手法的描写，叙述了寒号鸟和喜鹊对待垒巢的不同态度
和不同结果。说明了好逸恶劳、得过且过是没有好的结果的，
美好的生活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

二年级的孩子已经逐渐适应小学的学习，但是在认知水平学
习习惯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在备课前我就多次翻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1）》,以学生的认知基础来设
计适合低年级学生接受的教学。经过多次尝试并和组内老师
探讨，最终我把这节课的教学放到以表演法渗透到阅读教学
中感悟理解。

第一学段的孩子对任何有兴趣的事情都有好奇心，因此我抓
住这一特点，让学生看图片再提出疑问：咦，这明明是一只
鼠类的动物，名字里怎么有一个鸟字呢？就这样引发了学生
的极大好奇心。通过图片引导学生知道寒号鸟竟然不是鸟，
他因身上长有能像鸟儿一样滑翔的膜，又因为他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就冻得整夜整夜的号叫，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寒号鸟，
其实他的真名叫鼯鼠，是哺乳类动物。就这样以激发学生的
兴趣导入引出课题。

课堂应该是师生交流互动的课堂，更应该是学生自由展示的
课堂。为了让学生弄明白“为什么喜鹊能住在温暖的窝里，
而寒号鸟却冻死了”这一贯穿全文的问题，我首先让孩子们
在文中找出天气变化的句子，利用课件播放初冬，寒冬以及
深冬不同风声，让学生感受天气的变化，为下文做好铺垫。
其次抓住文中喜鹊和寒号鸟的两次对话为学生“搭台”，让
学生分角色朗读，体会喜鹊的两次劝告和寒号鸟的不以为然，
并为学生准备了两个动物头饰，这样学生在“舞台”上很快
就就进入了角色，边读，表演，越演越入境，越演越入情。
孩子们在读中感悟着，在读中理解着。

虽然这是一节校本教研课，但是在通过组内老师们的共同探
讨，说课，试课，磨课中，让我在语文教学中成长了许多，



也坚定了语文教学的'方向。语文教学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我
们长期不断的学习，积累，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更加魅力无穷。

寒号鸟教学反思篇三

1.以描述带入情境的，因为面对着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就以
一个生动的'引入课文，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引入了这篇课
文的时候，我利用了课题，很好地让学生注意了“号”这个
多音词。

2.学生去自学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我当时要求学生进行
两次阅读课文，第一次是解决生字词，在这里我顺便联想了
新旧词语，让小学生注意字的写法。还有实现了我的目的，
整体感知，同学基本了解了文章大意，都谈了自己的感受，
他们都说出了不同的感受的，得出了不同的道理.

没有很好的整合评价

1.评价不同的学生，有点赶。我要学生找出描写季节转变的
句子，目的是让他们弄清时间的顺序是这篇课文的写作顺序，
然后很自然地让学生分段，理清文章的脉络。并且注意到了
这篇文章的对比特点。不过，这里后来我觉得可以合并为一
次阅读好了，这样第一次阅读，就达到了整体感知，清扫字
词，理清脉络。显得简洁点。

整改措施：在第二次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对比阅读，通
过喜鹊和寒号鸟的对比，明白了勤劳的重要性，不能学习寒
号鸟得过且过的行为。

寒号鸟教学反思篇四

就是这样一只叫鸟不是鸟的小动物带来了一篇经典的文章，
就是这样一篇经典的文章里藏着许多语文密码……这就是部
编版二年级上册的.一则民间故事《寒号鸟》。本文通过运用



对比手法的描写，叙述了寒号鸟和喜鹊对待垒巢的不同态度
和不同结果。说明了好逸恶劳、得过且过是没有好的结果的，
美好的生活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

二年级的孩子已经逐渐适应小学的学习，但是在认知水平学
习习惯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在备课前我就多次翻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学生的认知基础来设计适合
低年级学生接受的教学。经过多次尝试并和组内老师探讨，
最终我把这节课的教学放到以表演法渗透到阅读教学中感悟
理解。

第一学段的孩子对任何有兴趣的事情都有好奇心，因此我抓
住这一特点，让学生看图片再提出疑问：咦，这明明是一只
鼠类的动物，名字里怎么有一个鸟字呢？就这样引发了学生
的极大好奇心。通过图片引导学生知道寒号鸟竟然不是鸟，
他因身上长有能像鸟儿一样滑翔的膜，又因为他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就冻得整夜整夜的号叫，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寒号鸟，
其实他的真名叫鼯鼠，是哺乳类动物。就这样以激发学生的
兴趣导入引出课题。

课堂应该是师生交流互动的课堂，更应该是学生自由展示的
课堂。为了让学生弄明白“为什么喜鹊能住在温暖的窝里，
而寒号鸟却冻死了”这一贯穿全文的问题，我首先让孩子们
在文中找出天气变化的句子，利用课件播放初冬，寒冬以及
深冬不同风声，让学生感受天气的变化，为下文做好铺垫。
其次抓住文中喜鹊和寒号鸟的两次对话为学生“搭台”，让
学生分角色朗读，体会喜鹊的两次劝告和寒号鸟的不以为然，
并为学生准备了两个动物头饰，这样学生在“舞台”上很快
就就进入了角色，边读，表演，越演越入境，越演越入情。
孩子们在读中感悟着，在读中理解着。

虽然这是一节校本教研课，但是在通过组内老师们的共同探
讨，说课，试课，磨课中，让我在语文教学中成长了许多，
也坚定了语文教学的方向。语文教学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我



们长期不断的学习，积累，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更加魅力无穷。

寒号鸟教学反思篇五

就是这样一只叫鸟不是鸟的'小动物带来了一篇经典的文章，
就是这样一篇经典的文章里藏着许多语文密码……这就是部
编版二年级上册的一则民间故事《寒号鸟》。本文通过运用
对比手法的描写，叙述了寒号鸟和喜鹊对待垒巢的不同态度
和不同结果。说明了好逸恶劳、得过且过是没有好的结果的，
美好的生活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

二年级的孩子已经逐渐适应小学的学习，但是在认知水平学
习习惯等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在备课前我就多次翻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1）》，以学生的认知基础来
设计适合低年级学生接受的教学。经过多次尝试并和组内老
师探讨，最终我把这节课的教学放到以表演法渗透到阅读教
学中感悟理解。

第一学段的孩子对任何有兴趣的事情都有好奇心，因此我抓
住这一特点，让学生看图片再提出疑问：咦，这明明是一只
鼠类的动物，名字里怎么有一个鸟字呢？就这样引发了学生
的极大好奇心。通过图片引导学生知道寒号鸟竟然不是鸟，
他因身上长有能像鸟儿一样滑翔的膜，又因为他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就冻得整夜整夜的号叫，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寒号鸟，
其实他的真名叫鼯鼠，是哺乳类动物。就这样以激发学生的
兴趣导入引出课题。

课堂应该是师生交流互动的课堂，更应该是学生自由展示的
课堂。为了让学生弄明白“为什么喜鹊能住在温暖的窝里，
而寒号鸟却冻死了”这一贯穿全文的问题，我首先让孩子们
在文中找出天气变化的句子，利用课件播放初冬，寒冬以及
深冬不同风声，让学生感受天气的变化，为下文做好铺垫。
其次抓住文中喜鹊和寒号鸟的两次对话为学生“搭台”，让
学生分角色朗读，体会喜鹊的两次劝告和寒号鸟的不以为然，



并为学生准备了两个动物头饰，这样学生在“舞台”上很快
就就进入了角色，边读，表演，越演越入境，越演越入情。
孩子们在读中感悟着，在读中理解着。

虽然这是一节校本教研课，但是在通过组内老师们的共同探
讨，说课，试课，磨课中，让我在语文教学中成长了许多，
也坚定了语文教学的方向。语文教学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我
们长期不断的学习，积累，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更加魅力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