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掌声第二课
时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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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山洪一样的掌声》一课中，我力求实现教师角色转
变，让学生有主人翁感，有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质疑能力和
创新精神——课前布置预习，让学生熟读课文，读懂课文并
思考课文中最让你感动的是哪里；课堂上树立学生的合作意
识，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练习……中有所思、
有所获。

“永远没有完美的课堂”，从全局看，本节课基本上可以看
做是较成功的一节家常课，学生在我的教学中感受到了总理
的个人魅力，体会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在老师
的指导朗读下，理解较好，分角色朗读时，读出了自己的理
解与感悟。但是，上完了这节课总有很多的遗憾。在提出大
问题时，给孩子自己读的时间不够充分，很多孩子没有读出
自己的理解，只是听与的字面；再提出大的问题之后，想给
孩子主动，而形成了“被学生牵着走”，对于老师的课堂的
主导在本课的最后才体现明显。《山洪一样的掌声》这篇课
文是一片很感人的写周总理爱人民的课文。遗憾自己因被紧
张和别学生所影响，没有引导孩子深入的体会背后的故事，
没能让孩子深刻的震撼。当然，在反思了这节课的不足之后，
在进行第二课时的`教学时，我进行了一些改动。引导学生感
悟与朗读重点句段，抓重点词语，多种朗读方式的练习以及
对周总理其他事迹的介绍，使得学生在朗读中有所体会，读
完一段文字之后，往往出现安静的沉默。在课结束的时候，



学生们很压抑。我想，这份压抑正是孩子们对总理的敬佩、
惋惜、心疼和遗憾；是孩子们被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孩
子们的表现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知道，只有这样的教学
才有意义。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先让学生摆出符合正面的立体图形，再摆出符合上
面的立体图形，最后确定立体图形。从而总结出，根据从正
面、左面、上面观察到的平面图形还原立体图形只有唯一的
一种情况。

通过实物观察、动手操作、想象、描述等途径，运用“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等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养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完成教学目
标。让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了一种学习的过程，使其聪明才
智有机会发挥出来，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数学、经
历数学、体验数学，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同时地培养了学生的数学素养。力求让学生真
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

教学中我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个个抢着发言，抢
着上台来演示，每个学生都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1、整节课的教学给学生创设了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时空，
学生学会了学习，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创新精神也得到
了培养。我采取多种教学手段，以自己的激情去调动学生的
感情，用美的'语言去启迪、影响、感染学生，做到了在教学
语言上花气力，在体会感情上下功夫，在课堂气氛上用心计。
学生在我的启发引导下，通过“点击词语”读读议议，对课
文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升华理解。既理解了语言文字
的深刻含义，又受到了文章感情的陶冶，同时也提高了学生



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2、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给予恰倒好处的评价促进学生的发
展。

我认为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是尊重学生的表现。所以我用
心地听着每一个学生的发言并给出恰如其分地评价，不是空
洞地表扬“好”、“很好”、“你真棒”，而是发自内心的
肯定、鼓励和鞭策。以倾听架起了师生之间真诚的心桥，营
造出一种愉悦的课堂气氛。

我认为缺乏气氛情趣的语文课不算好课，没有青春活力的语
文课不算好课。语文教师能够让学生在一种轻松自然和谐的
氛围中亲近语文，喜欢语文，热爱语文，就需时时刻刻倾听
学生的心声，在师生平等的对话中学习语文，学好语文，掌
握语文，这便是语文教学的极致。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在揭示课题后，直接出示上节课学过的词语进行认读，再用上
“淹没、冲倒、无家可归”3个词引导学生概述洪水会带来哪
些灾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查第一课时的学习内容，做
到温故而知新。，所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引导
学生识记，本设计先分板块识记生字词语，帮助学生构筑画
面，为朗读课文点进基础，随后再随文识记，了解重点字词
在语境中的意思，体现了在语境中识记，多次复现的识字原
则。本课要写的八个字，包含上下、左右、独体、半包围四
种结构，左右结构的字居多。1、左右结构的字的教学，先整
体观察，一看宽窄。如“洪、认、难、被”这几个字左窄右
宽。纵观整堂课，第一,我的教学评价语还是有待提高的，课
堂上对学生的.评价比较欠缺，不到位，没有激起学生学习的
气氛，比如当学生在“我想对大禹说”这一环节中，有个小
男生说到“大禹，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把洪水制服，我们可
能都变成鱼虾了。”我听出来了，他是把我刚出示的孔子的



话用上去了，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去表扬到位，我想这一点是
应该要好好去学习的。最后，就是课件当中有个地方，我
把“察看”错打成了“查看”，另外，在教学中，我一开始
就把禹说成大禹，这跟后面的问题“为什么文中用‘禹’，
而结尾用‘大禹’就不相符了。总的来说，以后还要钻研教
材，认真上好每节课。

坐井观天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1、这是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课文描述作者和他的朋友
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见的情景，抒发了作者对“鸟的
天堂”的赞美之情。课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第1～4自然
段）写作者和朋友们晚饭后划船去游玩。第二段（第5～9自
然段）写作者和朋友们第一次经过“鸟的天堂”时看到的情
景。第三段（第10～13自然段）写作者和朋友们第二次经
过“鸟的天堂”看到的情景。第四段（第14自然段）写作者
不由得发出“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的感慨。

2、这篇课文作者观察细致，描写生动，特别是通过联想写出
了大榕树的勃勃生机，应当继续训练学生分辨事物和联想的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