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 小熊住山
洞教学反思(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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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喜爱做游戏是孩子的天性，用游戏的方式学习字词，能让
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提高学习效率。

2、采用跳跃式教学方法，巧妙过渡到第七段，使学生产生自
主阅读的愿望。“文字应当永远与事物一道教授，一道学习。
”这些图文并茂的生字幻灯片形象直观，便于学生在大量识
字的同时，能轻松地体会汉字的意思。

3、让学生圈点和标注是为了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习惯。教给了识字方法，培养了自主识字意识。

4、通过“做客”引领学生走进文本1，从而感受小熊一家爱
护树木、保护环境的美德，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是学
生的，就该让他们把所思、所想说出来。

5、引导学生感受森林一年四季的美，再进行语言训练，最后
讨论文章中心问题，循序渐进，水到渠成，既训练了学生的
语言，又解决了文章的重点问题，一箭双雕。

6、朗读，是语文教学最传统、最基本、最能体现自主学习的
方法。让学生尝试自读，边读边体会“一年又一年”和“一
直”这两个词语，尊重了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挖掘学生
的潜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挥学生的个性。



7、该课也存在不足：引导点拨、创设情境不够。没有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小组分工不够明确，没能充分发挥小
组优势，不利于合作意识的培养。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小熊住山洞》，它是一个意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
人的童话故事，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形式出现。文中
通过住在山洞里的小熊一家想造一间木房而始终舍不得砍树
造房子的行为，赞扬了小熊一家高尚的情操。

反思这堂课，欣喜是学生带给我的，而遗憾却是我留下的。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因此，这节课
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上，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
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教法让学生爱学，乐学，会学，成为学习
的主人。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我利用
儿童喜欢动画的世界，富于幻想这一特点，上课伊始，就通
过课件演示了森林一年四季的美丽鲜活的画面，把学生带入
大森林，学生的注意力被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看完课件后，学生纷纷述说自己所看到的景色，人人
都想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学习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调动。

"每一个学生都是天才"。老师要充分相信学生，学生是学习
的主人，他们完全能扮演好这一角色。他们有发表自己见解
的欲望，他们有交流，评价的能力。我们教师完全可以提供
他们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一宽松，和谐，民主的平
台上，主动学习，自主探究，交流，合作，共享学习成果。
初读课文这一环节，我采用了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让小朋
友们小组合作，试着自己朗读，不认识的字相互帮助解决，
最后，我再检查课文朗读情况。结果，在检查汇报这一环节，
学生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在大胆的放手中，在充分的尊重



下，学生的潜能得到了开发，学习更加主动了。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
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
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
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
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教学中，我课件出示小熊家的墙上
有四幅照片，请同学们看看这四幅照片美不美 美在哪儿 喜
欢哪一幅就说哪一幅。说完图意，读图画对应的自然段。指
名读，小组读，打擂台读，男女赛读。从各种形式的读中感
悟大自然的美，体会到小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从而也培
养了学生的朗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心中
就有一千个"林黛玉"，每个"林黛玉"都不尽相同，因为每一
个读者都给自己心中的"林黛玉"赋予了独特的情感色彩。此
时，课堂的气氛是和谐与开放的，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
体现，丰富多彩的个性得到张扬，童真童趣在自然状态下表
露。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应该怎样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呢 " 学生个个兴奋不已，马上开动脑筋，积极调动自己的生
活积累，进行表达。虽然还不成熟，但也值得鼓励，得到鼓
励的孩子更自信了。这是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积累
语言，说话写话的开始。同时，也加强了课内与课外的联系，
扩大了语文学习的范畴，注重了语文教学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珍惜了学生的独特体验。

回顾整堂课，在欣喜之余也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在读的指导
方面还做的不够到位，有几处当学生谈得不太好时就急着请
别的同学来试试。孩子们的朗读积极性始终不高。其实，本
着呵护每个娇嫩生命的天职，我应迅速判断学生读不好的原
因，并利用看图读，表演读，想象情境读，范读等手段让学
生在悟中读，读中悟，让每一个学生在每堂课都能感受到学
习语文的乐趣，体验成功。让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淋漓尽致
地表现，健康的人格得到更和谐全面地发展。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生１：松鼠说：小熊一家，我谢谢你们了，你没有砍树，秋
天树上结满了果子，我在冬天就有松果吃，不用担心饿肚子
了。

生２：小猪说：我个子小，常常有人欺负我，森林里有了树，
在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躲在树后面，别人看不见我，我
就可以安全的生活在这里了。

生３：麻雀说：森林里满是树，这些树制造了许多的氧气，
使我们动物能呼吸到许多新鲜的空气，没有生病，健康的生
活在这里，多舒服啊！

生４：小白兔说：我是运动能手，森林里树这么多，给我制
造了很好很大的运动场，我每天可以在这里蹦啊，跳啊锻炼
身体，你看，我的身体有多棒！这都是你一家的功劳哪！

生５：山鸡说：森林里树木枝叶茂盛，向四面展开，好像撑
开的绿伞，挡住了强烈的阳光，夏天，我们在森林里玩耍，
就不怕中暑，秋天不怕泥沙啦！

生６：小熊听了说：山洞里虽然空气闷、光线暗、又潮湿，
但能够给这么多伙伴带来愉快、带来幸福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想：在今后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继续引导学生大胆
地去想、大胆地去说出心中的想法，发挥学生们的潜能。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生：我妈妈买了小白兔，小白兔跑了，我很舍不得。

生：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但它死了，我很舍不得。



生：我家养了一只小鸡，可是它死了，我也舍不得。

师：孩子们说的是动物，你们和动物之间的感情很深。还有
别的吗？

生：我的姐姐来了，才玩了一会儿就要走，我很舍不得。

生：我妈妈去了上海，我很舍不得。

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挖掘教材内容中的拓宽点，把校外、
课外的信息引入课堂。这里教师鼓励学生打开记忆的`闸门，
回忆生活中“舍不得”的情形，从而与文中角色的情感产生
共鸣。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教完小熊住山洞这篇课文后，我觉得有如下几点不错的地方：

1、开头的导入我是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森林”切入，这样就
把学生的视野引向“森林”，通过课件中的图画、音乐、教
师的话外音，把学生带入情境，拉近了与大自然、动物的距
离，开始了与小熊一家的交流。

2、在识字这一重要环节中，提倡让学生自主识字，在语言环
境中识字，通过多读、听别人读等方法，与生字常见面。全
部生字的识记体现梯度。

3、课堂是学生的，我让他们把所思、所想、所知的说出来，
创设情境，使学生自然抒发。如：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小熊啊？
你看了森林的美景有什么想法吗？你们有什么话要对这只可
爱的小熊说呢？由此，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通过指导美美地读、配乐朗读来抒发情感，让学生融入其
中，把对自然美的感受，对小熊行为美的认同与赞扬都包含



在美读中。

5、环保的主题是永远的主题，在最后让学生变成其中献花的
一名小动物对小熊一家说些什么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使心
灵得到一次震撼，对小熊一家爱护树木，保护环境的美德，
油然而生尊敬之情。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六

《小熊住山洞》，它是一个意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
人的童话故事，文中通过住在山洞里的小熊一家想造一间木
房而始终舍不得砍树造房子的行为，赞扬了小熊一家高尚的
情操。这篇课文三至六自然段的结构完全相同——什么时候，
谁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们这节课的目的是想通过这几个
自然段的学习，让学生学习文本中规范语言，在最后的第八
自然段中，在学生想象动物们所说的话时，运用这些规范化
语言，达到我们这次街道教研活动的目标——学习语言，积
累、运用语言。这一节课下来我觉得学习积累文本语言这一
目标完成得还好，但是学生在运用语言时，还留有好多缺憾。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在
学习第三自然段（春天），我用课件让学生直观树枝抽出嫩
芽，然后树叶慢慢长大，最后到树上长满树叶的画面。让学
生理解课文内容，体验感悟到森林之美。接着我又出示了几
只正在林中活蹦乱跳的兔子和一头健步走来的大象，让学生
想象动物们在这么美丽的森林里是多么的快活，体验小熊舍
不得的心情，有感情地读出课文。在学习第四自然段（夏
天），我用课件让学生直观美丽的花儿，让学生看到蝴蝶在
花间嬉戏，蜜蜂在花中采蜜；在学习第五自然段（秋天），
我让学生想象秋天的美丽景色，背诵《秋叶飘飘》；在学习
第六自然段（冬天），我让学生观察课文图画，想像小鸟会
对小熊说些什么。这些环节的设置都是让学生有兴趣的学习
文本规范化语言，为后面的运用语言埋下伏笔。



在理解“一年又一年”时，我是这样引导的：（师）一年四
季过去了，小熊一家没有砍树造房子。第二年春天（学生接
着读）树上长满了绿叶，小熊舍不得砍。（师）第三年，春天
（学生背诵）树上长满了绿叶，小熊舍不得砍。（师）这样
一年又一年，他们没有砍树造房子，一直住在山洞里。

在学习最后一段，森林里的动物都很感激小熊一家，给他们
送上一束束美丽的鲜花时，让同学们想象小动物们都会对小
熊说什么。学生们是这么说的：

生一：春天，树上长满了绿叶，小乌龟在那里爬来爬去，小
乌龟应该感谢小熊。真感谢你小熊，我跟你做个朋友。

生二：（小兔子）谢谢你，小熊，我要当你的好朋友。

生三：（小鸟）小熊，谢谢你没有砍我们的家。

新课标有一句重要的话，它是这样说的：“应该让学生更多
地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
律。”于是，在同学们说完之后，我还让学生进行最后一段
的情境表演。这一环节设计意图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孩子们
说得很生硬，表演得也不生动，没有很好地完成运用语言这
个教学目标。我在想，在学习春夏秋冬四个自然段时，同学
们都学会了文本中的规范化语言，为什么在运用时却这样生
硬呢？应该是我引导得不够好，如果在课堂上，我先创设一
个情境表演，我边演边说，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或许学生
们能够受到一些启发。比如：我扮成一只蜜蜂，夏天，蜜蜂
嗡嗡嗡地飞在花丛中，一边采蜜一边说“花儿真美，花蜜真
甜，要是小熊砍了树，那我就不能采花蜜了，对了，我要送
一罐蜂蜜给小熊一家，向小熊一家表示感谢。”于是，蜜蜂
提着一罐蜂蜜飞到小熊家，对小熊说：“谢谢你，小熊，如
果你砍了树，我们就没有花蜜了，这罐花蜜是送给你的，你
好好尝尝吧。” 我想这样一来，同学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活跃
起来了。然后，我让学生一个一个来演，边演边说。这样说



与演结合起来，在课堂上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取得比较
好的效果，离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更近了。

这节课，我们准备了三个星期。凝聚了我们语文教研员刘志
莲老师及学校全体地段语文教师的心血与智慧。反思这节课，
我认为这节课是以语文知识和语文智能为核心，以发展学生
的语文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我们跳出了以往的以篇教篇，教
师只是课文内容的阐述者，教师的目的是让学生读懂课文，
教师只是跟着作者跑的这样一种教学思路。尽管这节课还留
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学生的语文
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引起了我们教师对今后语文教学的思
考，可以说这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七

教完小熊住山洞这篇课文后，我觉得有如下几点不错的地方：

1、开头的导入我是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森林”切入，这样就
把学生的视野引向“森林”，通过图画和教师的话外音，把
学生带入情境，拉近了与大自然、动物的距离，开始了与小
熊一家的交流。

2、在识字这一重要环节中，提倡让学生自主识字，在语言环
境中识字，通过多读、听别人读等方法，与生字常见面。全
部生字的识记体现梯度。

3、课堂是学生的，我让他们把所思、所想、所知的说出来，
创设情境，使学生自然抒发。如：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小熊啊？
你看了森林的美景有什么想法吗？你们有什么话要对这只可
爱的小熊说呢？由此，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环保的主题是永远的主题，在最后让学生变成其中献花的
一名小动物对小熊一家说些什么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使心
灵得到一次震撼，对小熊一家爱护树木，保护环境的美德，



油然而生尊敬之情。 回顾整堂课，在欣喜之余也留下不少遗
憾，比如在读的指导方面还做的不够到位，有几处当学生谈
得不太好时就急着请别的同学来试试。孩子们的朗读积极性
始终不高。其实，本着呵护每个娇嫩生命的天职，我应迅速
判断学生读不好的原因，并利用看图读、表演读、想象情境
读、范读等手段让学生在悟中读、读中悟，让每一个学生在
每堂课都能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体验成功。让他们丰富
多彩的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健康的人格得到更和谐全面地
发展。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八

这是一篇童话，文章段落清晰，具有散文结构特色，以春、
夏、秋、冬的森林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赞扬了小熊一家爱
护树木，不乱伐树木的行为。

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文美，图更美，配合文章内容安排了六
幅插图，图上有葱郁的大树、快乐的小鸟，还有不舍得砍树
的小熊跟小熊爸爸。所以在预设教学流程时，我打算结合插
图来学文。

一年级的孩子形象思维占主要位置，在看懂图意的基础上来
理解课文词、句、段及文章内涵。在指导学生观察第一幅图
之后，引导学生：“图上的小熊心情怎么样？你从哪些细节
中看出来的？”

在观察春、夏、秋、冬四季森林的变化时，引导学生结合图
上小熊的表现，猜猜小熊会说些什么？心里又会想些什么？
孩子们情不自禁地说：“看到树上开满了花儿，小熊忍不住
将鼻子凑上去，一阵清香飘来，小熊怎么舍得砍树呢？”冬
天，小熊走进森林看到树上的鸟儿会想些什么呢？“小熊会
想，如果砍了树，小鸟儿的家安在哪儿呢？”

学生在看图、交流的过程中，一幅幅图画生动起来，变成了



有思想、有行动的活生生的个体，让画已不再是画，而是有
生命、有感情的东西。

这样，再回归文本，学生就朗读的得心应手，那丝丝情感在
朗读声中自然流淌，朗读变得生灵活现起来，在朗读中领略
语文的音、韵、美。

语言钻山洞教学反思中班篇九

这篇童话故事主要是讲住在山洞里的小熊一家想造一间木房
子，可走进森林，他们始终舍不得砍树。多少年过去了，他
们仍然住在山洞里。文章以“小动物们对小熊一家的“感
激”作结尾，潜移默化地使儿童懂得爱护树木，保护环境是
一种美德。在设计《小熊住山洞》一课时的指导思想就定位在
“快快乐乐学语文”上。

课题的导入从《小熊住山洞》这个童话故事的背景“森林”
切入，这样把学生的`视野引向“森林”，然后再以讲故事的
形式由执教老师朗读课文，让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让学
生将课文读通顺，初步了解课文内容是这节课的重点之一。
为了激起学生读课文的兴趣，我们用“比赛”的形式，促使
学生兴趣盎然地投入“读书”这一环节并且注重全员的参与，
不仅关注参赛者，也关注没有参加比赛的“评委们”。

为了让学生能在４０分钟里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
我利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了歌曲（课文），让学生唱一唱。这
样既使学生再一次熟悉了课文，又让学生得到了一次优美旋
律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