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篇一

长期以来，朗读教学的整个过程，不同程度存在着以问答为
主线，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的现象。这样做，其实忽视了学
生在阅读过程中的自主和体验。我认为，低年级的朗读指导，
主要是引导学生有体会、有感情的读，很多课文都可以大胆
地放手，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去读书，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去
感受，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读出个性化
的体会。

以下是我在《笋芽儿》第一自然段中的教学片断：

师：小朋友，读读这段话，想想春雨姑娘是怎样呼唤笋芽儿
的呀？(自由读)

生：指名读（“笋芽儿，醒醒啊，春天来啦！”读得很急。）

师：能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读吗？

生：因为春雨姑娘急着要唤醒笋芽儿，让她快点醒来。

生：老师，我有不同的意见。春雨姑娘是“低声呼唤”，声
音很温柔，春雨说的话要读得轻一点儿，慢一点。

师：有道理，你读读看。

生：指名读（读得轻轻的、柔柔的。）



生：老师，那到底该怎么读呢？

师：那我们四人小组讨论讨论吧！（小组讨论并再次阐述了
理由）

生：我们认为两种读法都可以。（大多数学生观点）

（读得很投入。）

师：小朋友真棒，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就请你们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读读这段话吧。（学生积极性很高，有的还配上了动
作。）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位学生都是各不
相同的生命体，他们学习语文是极具个性的。他们在自主积
极的阅读中，对教材肯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由于生活经验、
思维习惯、学习方式存在着差异性，对课文的理解也就不尽
相同。在以上教学片段中，我对于学生提出的“春雨姑娘低
声呼唤”可以读得快一点也可以读得慢一点看法给予肯定，
切切实实尊重了学生的独特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
生在朗读中的主体作用，让孩子们真正成为课堂上的主角。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在作者笔下有稚嫩的笋芽儿娃
娃，有温柔的春雨姑娘，有大嗓门的雷公公，还有慈爱的竹
妈妈。春雨的声音是春姑娘弹奏的乐曲，春雷的声音是雷公
公敲响的大鼓，一层层的笋壳是竹妈妈给笋芽儿穿上的一件
件衣服。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雨姑娘对笋芽儿的引发力，
竹妈妈对笋芽儿的束缚力以及笋芽儿自身奋发力交错的形式，
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

课文描写春天的句子真美呀：“桃花笑红了脸，柳树摇着绿
色的长辫子，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着……”课文描写的笋芽



儿真幸福啊：“春雨姑娘爱抚着她，滋润着她。太阳公公照
射着她，温暖着她。”笋芽儿勇敢地“脱下一件件衣服，长
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幼小的笋芽儿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
不断努力，终于成长为健壮的竹子，在反复地朗读课文中，
我们一定会为笋芽儿自豪，一定会拥有一份与笋芽儿一样自
豪的心情。课文描写笋芽儿的成长过程也很美：春雨姑娘低
声唤醒她，雷公公大声地呼唤她，竹妈妈百般呵护她，明亮
而美丽的世界吸引着她，激励着她，笋芽儿从开始的撒娇，
到钻出地面，很快就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

如果我们没见过笋芽儿，没见过竹妈妈给笋芽儿穿的衣服，
那最好去看看竹林，去找找笋芽儿，至少也要看看它们的影
像资料或图片，这些对于感悟和理解这篇课文，会有很多帮
助。在授课中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突破：

1、初读课文，多元对话：

学生借助原有知识、能力基础自读课文，然后小组交流读

懂了些什么，每组推派一代表归纳整理后在全班发言。学生
认知基本停留在字词的理解，故事内容的了解，人品的初知
层面。

（引导学生把自己与文本接触后的最本原、最原始的，没有
受到过任何影响的感受谈出来。）

2、演读课文，倾心对话：

根据个体喜好演读课文，看看在故事的描述中，哪些词、句
比较喜欢，比较欣赏，体会角色的情感世界，说说自己的解
读。

（深入角色，朗读文章对话，体会角色的情感世界。）



3、引导想象，补充对话：

学生在稍作努力的品读中，积累好词佳句，想象笋芽儿长成
一株健壮的竹子后的自豪心理，谈谈自己的想法。

（深入研读最后一段，想象笋芽儿的心理活动，升华情感。）

4、拓展延伸，多向对话：

带着问题研读课文，经受人文熏陶。

（跳出文本，以读者的身份审视文本，进行理性思考，引导
学生与笋芽儿、春雨姑娘、雷公公、妈妈进行多向对话，从
而产生多元化的理解与感悟。）

（通过与文本四次亲密接触，层层深入，步步递进，使作品
潜在的含义、教师所理解的含义和学生所能接受的含义这三
者之间的有机融通，使我们的语文课堂真正成为学生思维的
自由王国而不是教师思想的橱窗。）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篇三

讲完这一课稍找回一些自信，能量又满格了。设计了板书后
思路清晰多了。父亲说教——我认真画——同学嘲笑——老
师审视——同学反省——教师教诲 ，父亲说教和教师教诲箭
头同指四个字“实事求是”。

第一段，读。“想当然”和“走了样”让学生说出其含义。
很简单，想象什么样的就以为什么样的。和原来的不一样。

第一段是父亲的话，后面有一段话和父亲讲的话一个意思。生
“第18段，老师的话。”这种写作手法就是？生“首尾呼应。
”



第二段，为什么我把杨桃画成了五角星。生找关键词句“我
的座位正对着杨桃。”抓“正对着”你从我的动作神态中看
出了什么？生“看出了我画画认真。”

分析3-17段。同学们看到我的画有什么表现？生“笑”是哪
种笑？“嘲笑。”你来嘲笑着读读。直接指导朗读。老师看
了我的画做了一个动作。“审视”什么叫审视？“认真仔细
的看。”体会老师态度的严谨。

师审视后的师生对话再读。指导朗读时要读出同学们的决然、
肯定。找生对话着读。再分析老师严肃的原因。用反文表达
出的感情色彩。好-笑的破折号含义是声音延长。读出同学们
的痞劲、嬉笑感。

后老师让大家轮流坐在我的座位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
同学们亲自去体会、去感受。再读，省略号说明了同学们说
话吞吞吐吐。为什么同学们会吞吞吐吐？“因为同学们知道
错了。”再读。

课文在写作手法上与以前的课文略有不同。“首尾呼应。”
还有。师语言提示。运用了很多标点符号。破折号、省略号、
问号等。多神奇啊！让表达更清晰、生动了。

师“和颜悦色”知道大家错了很欣慰。

最后，老师的话告诉了我们三个道理，谁来说说？

1、看问题角度不同，结果不一样。

2、不要忙着嘲笑别人。

3、看到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的。

最后生说收获，师总结。



看问题、做事情不能凭空想象。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

总觉得自己讲课还是有点牵学生走的.感觉，明明已经改了很
多了。下次得多下功夫，感觉还是教材研读的浅。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篇四

本次口语交际是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继续，话题是谈谈爸爸妈
妈对自己的爱。学生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有了一定的
亲身体验，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了解的事例来谈。交流
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说说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二是说
说自己应该怎样爱他们。

话题导入的方式可以根据教学实际灵活选择：可以从课文
《可贵的沉默》或《妈妈的账单》导入；可以运用抒情性的
语言激情导入；也可以先讲述关于父母之爱的动人小故事，
然后明确本次口语交际的内容。

交流过程中，可以先让学生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组织好自
己的语言。注意引导学生具体生动地讲述故事，努力用语言
打动他人。还可以提醒学生口语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如，
谈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可以只谈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结合
感受来谈。学生谈的比较多的可能是生病时的照顾，节日买
礼物带来的快乐等，这是一个方面，也可以引导学生谈一谈
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父母对自己的爱。谈应该怎样爱自己的
父母时，可以谈谈以前是怎样做的，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的
过程中，自己做了哪些关爱父母的事情，有什么感受。如果
自己在向父母表达爱时遇到问题或困难，可以提出来，互相
交流，大家想办法，出主意。

教师应注意关注情况特殊的孩子，如父母不在了或父母不在
身边的学生，单亲家庭的学生等，尽量使他们同所有的学生
一样感受到亲情和爱。



如果有条件，请父母一起交流，可召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家长
会，以帮助学生和家长加强沟通。

习作

习作是本次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组成部分，有口语交际课上的
交流作为基础，学生比较容易有话可写。可以让学生回想一
下口语交际课上的发言，再确定自己要写的内容。可以写自
己在口语交际课上交流的内容，也可以重新选取素材。

二年级语文画杨桃教案反思篇五

《望海潮》对于我来说，是新课文，是人教版必修四中宋词
单元的作品，是柳永歌颂城市繁华富庶的代表作。这首词意
象多，情感充沛，共一百零七字，属于长调慢词，难于理解
的词句较多，对于学生来讲，鉴赏有一定难度。

在讲这节课之前，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参考了很多老师的教学设计，但感觉这些资料教学内容千篇
一律，问题设置极为平常，不能调动学生兴趣，探究的问题
既没有广度也没有深度，就开始自己设计起来。

首先是导入，我从柳永入手，精要地讲他名字的由来、作者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本词的社会影响及本词诞生的背景，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再加上我制作的精美课件和当堂
现场朗诵，更是让这种学习气氛更加浓郁。

在讲课期间，我还让学生不断读课文，走进文本，小组合作
探究。先从大局入手，宏观把握全篇文章，用原文词语概括
杭州的富庶繁华，再结合我们的印象中的杭州，对之有一个
总的把握，再分析概括上下片的内容，做到了整体上的心中
有数。

在探究环节，我设置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内容上，作者从哪



些方面写杭州的美丽繁华富庶，选取了哪些意象，表达了什
么情感;一个是语言上，分小组起立讨论鉴赏其中的一句或几
句，散文化并说出手法、效果;一个是在写景上，还是分小组
起立探讨鉴赏其写景的方法。通过这三个探究题的设置，充
分让学生享受课堂，把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有充分的思考
和大胆的表达。小组合作了，不再迷茫了，大家回答的时候
也有的说了，学生更加自信了，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在探究环节，我也引进了小组竞争机制。课前，把学生分好
小组，每个小组都给自己组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如“北冥
鱼”、“怀瑾”等。我在课前就把这些小组的名字在黑板上
写好，到探究的时候，学生开始回答问题，回答对一个加2分，
起初是几个人举手，到后来就变成抢答了，场面极为火爆，
也让讲台上的我和在场的老师感到震撼。原来，学生的积极
性还可以这样调动。

整个探究环节用时近30分钟，主要是学生的尽情表达和老师
的适时点拨引导，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充分体现
了学生的主观积极性，受到了意象不到的成果。

在这节课的后8分钟，我做了一个知识迁移拓展，在给我自己
班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个学习小组完成
一篇仿作，题目为《望海潮秦皇岛》，高一2班侯雨奇同学的
作品写得，我就把它拿到这节课请大家赏析，一个16岁少年
的作品，能写出这么有内容的诗词实属不易。全体19班学生
对此进行了小组合作赏析，从内容、手法到语言、结构，学
生们赏析得很好，教学目标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纵观这节课，我觉得自己上得比较成功有如下亮点：

1、学生有效活动较多，小组合作得很有效率感，讨论热烈，
回答问题积极踊跃。

2、学生读书，教师要求明确具体，极富气势。



3、教学流程顺畅，教师语言简洁，教师的语言极富鼓励性。

4、教学设计充分体现课标精神，问题设置让学生有话说，还
有一定的约束性，能充分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