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闽教版信息技术教学反思(优质8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一

间包裹着的思想感情。范读法。

除了运用多媒体教学外，教师的范读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教
师范读时的情感就直接调动了学生的情感，一些朗读的技巧
渗透到教师的读中，学生在无意地模仿中就学会了朗读的技
巧，在多次地练习里构成朗读的技能。这样做比纯粹地教给
学生空洞的朗读技巧的效果要理想得多。教师教得简单，学
生学的愉快（精神的愉悦）。

在这堂课上，教师范读的地方不少，谈话煽情的地方也有几
处，但是并没有妨碍学生学习的用心性、主动性，学生学得
很自主。

教学的资料比形式更重要，范读、谈话，这些传统的教学形
式和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同样让学生学得自主。在课改的
这天，在崇尚新形式的课堂上，却得不到好效果的困惑里，
我们该反思什么才算真正的自主学习。

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二

《我要的是葫芦》是二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课文。讲一个人
种葫芦，只想得到葫芦，结果叶子上有蚜虫他不治，邻居劝



他他不治，最后葫芦都落了。

教学这篇课文时，主要是要引导学生研究两个问题：

1、种葫芦的很喜欢葫芦。

2、为什么种葫芦的那么喜欢葫芦，最后葫芦还是一个个落了。

在这两个问题的设计上，我都是采用让学生自读自悟的方法。
第一个问题的引出，我以让学生自读第一自然段，提问：读
后你知道了什么？生通过自己阅读，能自己想到：种葫芦的
人很喜欢葫芦；我再顺延让学生找出从哪句话可以看出他很
喜欢葫芦，再抓词语“每天”“看几次”“越看越喜欢”来
领会种葫芦的人对葫芦的喜爱。整个过程教师只是起一个引
导，启发的角色，学生在读中思考，读中体会，充分发动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一自然段学完后，我又从图导出最后一个自然段“葫芦都落
了。”让学生谈谈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问题。生提出
了“葫芦为什么都落了”等问题，师再引入“种葫芦的人那
么喜欢葫芦，那他都在做什么呢？”通过师生质疑，引出第
二个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2、3自然段的学习。在探究
葫芦落的原因中，我通过让学生读，在读中画出种葫芦人的
想、说的句子，分析种葫芦人的心理，找到葫芦掉落的原因
是因为种葫芦的无知与不听劝告，蚜虫吃光了叶子,最后葫芦
就落了。

两个问题串起一堂课，简洁有效，学生学得快乐，老师引得
自然。

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三

《我要的是葫芦》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的一篇讲读课文，
是一篇寓言故事。文章短小精悍，语言活泼生动，人物形象



鲜明，是深爱孩子们喜爱的一篇课文。我在教学设计上作了
如下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一种思想以读品文

阅读教学应立足于培养孩子阅读文章的兴趣，引导孩子品味
语言，积累语言，从而发展他们的语言，达到自能读书的目
的。因此，在教学中我把语言的学习、体会、感悟作为重点，
注重学生的个人感受，结合各自生活的实际赋予其不同的内
涵。在《我要的是葫芦》教学设计中，我抓住课文中的关键
词句：“有几个虫子怕什么？”“叶子上的虫还用
治？”“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
好呢！”通过品读、评读、个人读、分角色读、齐读、选择
读，引读等不同方式的阅读，从多个角度引导孩子们体会种
葫芦的人的心态，以读悟文，品析词句。让孩子们在读的过
程中思考领悟，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境界。
在日积月累的训练中，让孩子们养成结合语境理解字词以及
主动阅读的习惯，从而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找准一个切入点以题导文

每篇课文的教学都有一个切入点。找准了切入点，将会给我
们的教学带来很大的方便。教学《我要的是葫芦》一课，我
从课题入手：“我要的是葫芦，言外之意是我不要叶子”。
顺机启发学生用“我要的是，而不是”句式说话。因为切入
点选得准，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纷纷提出：那个人结果得
到了葫芦吗？那个人为什么得不到葫芦？甚至有的学生还提
出了颇有深度的问题——“蚜虫吃的是叶子，可落下的为什
么是葫芦？”

三、明确一条思路以“变”理文

生学完第一自然段时，通过看图——学文——品文，引导得
出：因为叶子长得好，所以葫芦才长得可爱。从而为后文的



学习打下铺垫。当学生学完3、4自然段时，我又引导学生小
结：因为叶子长了蚜虫，所以葫芦才一个一个都落了。最后
通过这种变化对比，学生明白了叶子与葫芦之间的密切联系，
重难点的突破也就势如破竹。

四、创设一种情境以境品文

低年级学生对人物的感知通常要借助于情境的创设，巧妙地
创设情境可以激活孩子们的思维，从而使之更有效地积极主
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我要的是葫芦》中种葫芦的人让人
觉得可笑、可气，又可怜。可笑的是他的无知愚昧，可气的
是他不听邻居的劝告，可怜的是他那么喜爱葫芦，结果却一
无所获。

教完这节课，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要引导学生读好课文，教师
要引导学生品味课文的语言，揣摩文字背后的东西，让学生
产生怦然心跳的感觉，使其意皆若出于我之心，使其言皆若
出于我之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读起来自然就水到渠成，
也能读得有滋有味。

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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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时我精心准备的一堂公开课，在师傅吴老师和我的
反复打磨中较成功的完成了，通过这一次的反复修改教案和
试教，让我对教学，教好学有了更深的感悟！

1.把握教材，抓住课文的重难点。

本篇课文是第四单元第二篇课文，这个单元都是寓言故事，
从语言故事中感受道理：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事物之间



的联系，而我在教学的过程中虽然引导学生明白了葫芦叶子
和葫芦果实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始终到课结束了我也没有
捅破这张纸，所以整体来说对课文重点的把握还是不够的。
但是，本篇课文的知识与技能教学目标：体会反问句、感叹
句与陈述句的不同语气，对于这个教学目标我认为我还是把
我得很好的，通过反复的读、语气的指导以及变换句式让学
生理解这几个句子。

2.认真备学生，教师放手，让学生大胆说

为了这篇课文能达到更好的水平，我总共试了三次，每一次
吴老师都会告诉我，让我少说话，多倾听学生的，可是我总
是怕学生打不上来，我只能按部就班的走，当学生出现危机
时，我便赶紧“搭救”，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我走入了误区，
我只是一味的去走过场，完成教学进度，却没有放手让学生
自己去感悟，所以课堂气氛活跃不起来，学生不用说，不想
说，其实都是因为教师引导得不够，通过两次试教，我慢慢
地学着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读，自己领会语气，自
己感悟课文内容，我发现他们真的很棒，适当的激励更是让
学生融入课堂，做课堂的主角。

3.注重朗读，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第一自然段是写小葫芦可爱的样子的，所以要引导学生读出
对小葫芦的喜爱之情，而本篇文章中第三自然段种葫芦的人说
“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得赛过大南瓜才好呢！”更
是文章中的亮点，学生要读出种葫芦人的喜爱与急切的感情，
那么当再出现那一副葫芦坏了的图片时，学生就会自然而然
的感受到种葫芦人的心痛了。

总之，只要把握重点，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学生朗读
的指导，相信不管那篇课文都是可行的。



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早上，我任教了镇级示范课《我想的是葫芦》。课后练
习，思考甚少。

《我想的是葫芦》是人教版小学语文课二年级上册第四模块
第14课，这篇寓意故事轻松愉快，简洁明了精悍，讲一个种
族葫芦，不管理方法却只想要葫芦，結果叶子上的芽虫越久
越多，最终葫芦都落了。课文内容浅显易懂，但实际意义刻
骨铭心。

二年级的小孩子，聪慧开朗，理解能力强，擅于主要表现自
身，针对新事物追根究底。把握住这一特性，创设情境，让
学生体会种葫芦的快乐，从情景中紧紧围绕“讨人喜欢的小
葫芦怎么会落呢？”这一难题进行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趣味
性中学习培训文中。 《我想的是葫芦》一课，我采用激趣的
方法，让学生在认字、写毛笔字、了解、诵读、演出等每个
教学过程里，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主动性。把握住角色语言
诵读体会，理解课文內容。

在做教案设计前，我阅览了模块前言及语文书上的课后练习
题等有关材料，本节课的课程目标我明确为：塑造学生联络
前后文了解词句的能力；理解课文內容，了解叶子与果子相
互关系；塑造学生恰当、流利地、有情感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基本体会反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的不一样语调。明白做一
切事儿必须留意事情中间的联络。

一、视頻导进。让小孩赏析葫芦丝音吹奏，体会到歌曲的美
好，进而激发学生研究的兴趣爱好。然后正确引导小孩读
好“葫芦”、“葫芦藤”这2个词句，表明葫芦的关键功效，
找出题型。

二、初读课文内容，识速写字。学生随意读课文内容，规定



读准多音字，读通语句。根据协作说故事的方法让学生了
解“嘟囔”“盯住”的含意，另外范写“盯”，让小孩在田
字格里开展练写。

三、提供四幅图小人书。老师学生协作填补第一幅界面。最
先让学生找一找应当在葫芦藤上画什么物品，随后正确引导
学生把语句读得美一些，用画葫芦叶的方法鼓励学生把“绿
叶子”、“嫩白的花朵”、“讨人喜欢的小葫芦”读好。随
后让学生用“实在太xx的xx啊！”来夸一夸“葫芦
藤”、“绿叶子”、“花朵”。学生在不经意间中已会转述
第一段內容。

四、成语游戏：请学生要看第一幅图，再看第二幅图，看一
下发觉了哪些，有哪些不一样。正确引导小孩读好第二幅图的
“难过、伤心、失落”的情绪。

五、诵读、感受反问句、感叹句、陈述句的语调。提供反问句
“叶子上的虫还要治？”，感叹句“几个小虫子吃什么会
死！”，让学生说一说他们的含意。根据比照读体会出反问
句和感叹句在表述角色感情层面的益处。

六、表明事情中间存有着相互关系。芽虫汲取葫芦藤液汁，
造成叶子发黄，进而没法运输给小葫芦营养成分，它是小葫
芦落地式的缘故。事情中间存有着密切联系，要多动脑子，
另外征求隔壁邻居劝诫。根据这一经典故事，让小朋友说一
说自身在学习培训中应当留意的事。

它是小朋友们第一次接触寓意故事类的文章，将会有点儿生
疏，在了解喻意上带一定的难度系数，在全部讲课阶段中，
我尽管以读主导，在学中让小孩理解课文内容的观念内函，
但自始至终還是牵着小孩走，沒有真实让小孩做课堂教学的
主人家，这都是将来课堂教学必须留意的地区。



我要的是葫芦教学反思篇六

《我要的是葫芦》是人教版第三册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这
一单元的主题是让学生学会怎样看问题、想问题。这篇寓言
故事语言朴实，用词准确，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讲了一个种
葫芦的人，只盯着葫芦，不管叶子上的蚜虫，结果没有收到
葫芦的故事。通过教学，使学生知道植物叶子与果实的关系，
要想得到好果实，就得细心呵护植物各部分的生长，不能只
注意结果，懂得做任何事都得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

在教学中，我紧紧围绕单元目标，结合本课和低年级学生特
点进行。可爱的小葫芦为什么会落呢？教学设计以此问题为
突破口，采用变序阅读法，先学习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一自然
段，再朗读中间两段，感悟问题的原因。将教学设计付诸课
堂实践后，我做了如下反思：

1、本课教学中我把握了同组各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从整体
上把握了教材内容设计实施教学。同时又能创造性地使用教
材，“可爱的小葫芦为什么会落呢？”我就以此问题为突破
口采用变序阅读法，引导学生结合文中插图分别学习第一、
四两段，感受葫芦开始长得很可爱及后来葫芦都落了，再探
究其缘由学习二、三两段。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做到了既符
合教材编写意图，又不拘泥于教材，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

2、识字能力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还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
重点，也是难点。这篇课文简短精悍，生字较少。为了使学
生能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主动地识字，我就引导学生看图激
趣揭题质疑中引导学生利用葫芦图及形声字的特点自主发现
学会认“葫、芦、藤”，再在检查预习指名学生读词中学习
另三个生字，并随机示范指导学生学写“哇、挂”。这样识
字既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又抓住重难点，还拓宽
了识字途径，培养了识字能力。但忽略了“盯”这个重要的
生字，正确理解它的含义有助于体会那个种葫芦的人的思想。
教学中应予以重视，深入学习。



3、本节课上我还特别重视阅读指导。在指导学生阅读课文时
先读题质疑，指导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再引导学生学习课
文，在讨论交流中引导学生学习用词、积累词汇和培养语感，
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如学习第一自然段时，我结合课文的
插图让学生在观察中走进课文描写的情境，让学生先直观地
感受小葫芦的可爱，再读课文中描写小葫芦的样子的句子，
学生发自内心地对小葫芦产生了喜爱之情，然后朗读时孩子
们就很自然地加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又如在品读第二、三
自然段先让学生带着问题（这么可爱的小葫芦为什么会一个
一个都落了？）自由读课文，然后交流谈论；当学生谈论到
那个人不给葫芦叶治蚜虫，不听邻居劝告才导致的后果时，
教师追问：“那个人为什么不给葫芦叶治蚜虫，不听邻居劝
告？”学生回答后，引出关键词句：“有几个虫子怕什
么？”“叶子上的虫还用治？”，引导学生朗读、理解和体
会反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的不同语气。同时我再引导学生
抓住文中人物的语言进行分角色朗读，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