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有一个学生举手回答了，但说的不是很准，我着急了，没有
再找学生说，而是我说的'。这处理得不好，如果再给学生一
点时间，学生是能够说出来的。还有介绍日月潭的那个环节，
本来是打算让学生来汇报的，可是课前我调查了一下，根本
没有学生查到资料，所以只好我自己来介绍。

学完生字以后，扫清了字词障碍，学生再次细读课文，看自
己还有哪些不懂的问题，由于时间短，学生也没有提出什么
有价值的问题。

在学生自学生字汇报的时候，我给了学生充分的时间自学，
汇报的过程中我根据每个字的特点，有不同的侧重点。比
如“社”字我侧重了偏旁，“辛”字我侧重的读音，是xin,不
是xing，辛苦两个字我让学生造了句子，决字和快对比记忆，
让学生用“决心”说句话，不同的字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记
忆。对于要求认的字我只让学生会读即可，但是要求写的字，
我要求学生音形意都要掌握，学生经过长期的训练已经掌握
了识字方法，所以上识字课我很省心，学生自己就知道该干
什么。

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日月潭》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描写景物的文章,作者以清晨、
中午和雨中这三个特写镜头，展示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



达了作者对宝岛台湾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教学开始，我引导学生从课题抓重点，学生提出很多疑问，
于是我因势利导，让学生通过找一找、画一画、说一说、读
一读等自己喜欢的方法，交流学习这篇课文，同时，在学生
汇报时，以课件形式让学生深入理解感受日月潭的位置、名
字由来、景色(清晨、中午、下雨);在学生品读时，配以优美
的音乐，让学生读中感悟、读中探索、读中拓展，丰富语言
积累。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必
须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因此，我认为教师在确定教学策略时一定要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通过学生的.各种感官去影响学生，做到教育无痕，
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日月潭》是二年级语文上册第四单元“家乡”主题中的一
篇写景的课文，文中先是介绍日月潭的位置和周围的优美风
光，接着介绍了它名字的由来，然后描绘了它在晨午时分、
晴雨天气的不同情状，展示了日月潭的景色特点。表达作者
对日月潭的由衷赞美。在执教这节课前课前我做了细致地备
课，学生也在早读时进行了熟读预习，课上，整体学生听课
状态较好，表现积极，氛围轻松和谐，较好的完成了本节课
的教学目标。为促进以后教学的进步，特制以下反思。

教学目标的制定与达成:以课文和教师用书为根本，深入研读
教材，教学准备充分。课前，我自己反复研读了课文，以学
生的学习经验和习惯预设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难点；又
反复研读教师用书上教学建议，了解这个单元目标和本课目
标，结合本单元两个教学重点——“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经验，
了解此句意思”“学习课文的语言表达积累语言”，考虑学
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制定了两个教学目标：1、会认“潭湾湖



绕茂盛围胜央导”十个生字，理解“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名胜
古迹”三个四字词语，会写“湾胜名央迹”五个字；2、正确
流利地朗读课文一二自然段，知道日月潭的位置和名称由来，
会背第二自然段。教学过程预设与生成。本节课，我预设了
四个环节：

（一）视频导入，质疑入文；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三）品读课文，学习前两段；

（四）观察生字，指导书写。第一环节我以日月潭的课文文
字视频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看完，让学生谈感受，
当学生说出日月潭景色优美时，质疑“文章中是怎么描写的
呢？”引出第二个初读课文环节。初读主要解决再次熟悉课
文内容，标画段号任务。接着以问题“文中的日月潭美不美？
这么美的日月潭到底在哪里呢”引出对课文第一自然段内容
的学习，第一自然段出现了八个会认的字和三个需要引导学
生理解的四字词语，我在教学生读文学习中穿插随文识字。
处理“潭湾湖”三个字时，我采用的是归类识字，引导学生
观察认识，交流归纳，它们都是左右结构，部首都是三点水，
意思都与水有关，但意思又各不相同，并作以简单补
充；“绕”字教学采用加一加和换偏旁识记，和学过的“晓、
浇、烧”形近字比较识记中加深认识。教学生理解“群山环
绕树木茂盛名胜古迹”三个词语时，我先让学生读文，然后
抓住其中的重点字“群山茂盛古迹”引导理解，然后出示三
幅图片让学生对照选词，再图文结合说意思，学生积极参与，
很快理解了三个词语意思。接着让学生回文读，明确第一自
然段内容：写日月潭位置。然后以“日月潭这个美丽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呢？”引入第二段的学习。初读，随文学
习“央”和“岛”，“央”结合词语“中央”引导学生用换
词法理解为中间即可，识记“央”多数学生说到了“中央电
视台”；“岛”则与“鸟”比较识记。总之，识字教学部分，



随文识字学生兴趣较高，积极参与，完成顺利。第二段内容
的学习以聚焦关键句“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
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
月潭。”引导学生反复读，先读出比喻句，并出示两句句子
在对比中感受比喻修辞的好处——更生动形象，再读抓
住“圆圆的、弯弯的”读出日月潭名字的由来之美。然后结
合日月潭的构成图，让学生看图读文加深认识，通过自由读、
指名读、男女生比赛读、齐声读等几遍不同形式的读，以填
空尝试背诵开始引入全段背诵，学生顺利完成。最后出示五
个田字格生字，让学生观察结构、占格、关键笔画，教师范
写，学生书写展评。

课前的预设再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变
化，总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出现，总有许多的遗憾：

1、第二自然段“央岛”识字环节放在段落初读上进行了，比
较紧凑，效果还不错，课件上是放在理解内容时进行，比课
件制作时提前了一拍。说明该处课件的制作不够精简，教学
仍要以实际授课思路为主，及时作出调整。

2、指导写字可以引导学生先观察结构占格，再重点指导容易
写错的生字笔画。写字的时间可以再充足一些，就可以在书
写完毕之后进行展示评价，使学生书写更加美观。

3、课堂上学生虽参与度较高，但课堂常规还不够好，仍有少
数几个学生不断需要提醒；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应该采取多种
评价方式，以激励性语言为主，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
解。

4、整节课教师的语言表达应更简练，可以让课堂更紧凑，有
些环节可以简化。

每教一课，都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细细想来，都有需要改
进的地方，反思之后也许再教可以明白一点。在以后的教学



中，我还需要不断做好基于学情和自我教风之上的研备，学
习掌握低年级语文教学技巧和重点，尽最大努力做好语文学
科教学工作，提高班级的教学质量。

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本身就喜欢读神话传说，因为它情节生动有趣，所以学
生读了第一遍就激发起进一步朗读的积极性，大概10分钟后，
绝大多数学生能将课文读得较为正确、流利。除了“披荆斩
棘”这个成语字面上的意思不大明白之外，其他的生词字面
意思基本都了解。学生不懂什么叫“荆棘”，我就利用图片
帮助学生认识荆棘，感受被荆棘划过以后怎样，为后面感悟
人物形象作铺垫。

解决了字词障碍以后，学生对课文内容提出了质疑，比如：
恶龙那么厉害，大尖哥和水社姐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呢？他们
在找金斧头和金剪刀的过程中，会吃尽怎样的千辛万苦啊？
大尖哥和水社姐为什么要化作两座青山呢？……应该说这些
问题都是围绕课文主旨提出的比较有价值的问题，学生带着
这些问题走进课堂，一定能学有所获。有一个学生叹了一口
气，面露难过的.神色：“唉，怎么就化作山了呢，太可惜了。
”可见他们对这样的课文结尾是有遗憾的。

日月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语文教学舍弃了情感，那么就失
去了语文教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教学，必然走进繁琐、机
械、无效的死胡同。这句话给我极大触动。在这节课中，我
努力以自己的情感感染学生。同时努力让学生自己感受课文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日月潭之美的赞赏之情。要体会这种赞赏
之情，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日月潭之美。于是，我放手让学
生自己读书，让他们从文中找出自己觉得最美的地方。只要
学生真正体会到了美，那么这种“情”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来。同时我采用了“品读”的方法，引导学生在读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