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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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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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篇一

《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的第２４课。它所在的第六单元课文
是围绕人物的优秀品质来编排的，寓优秀的思想品质教育于
生动感人的故事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本文主人
公“渴望要小汽车”和“坚决不要妈妈买”这一巨大的心理
反差，强烈地向我们传达着“爱母亲”的信息。

然而，现在这些在春风雨露中长大的独生子，是很少有文中
小男孩这样的情感体验的。如何使本堂语文课达到教学目标，
使学生在这堂课后更加发自内心地爱父母、爱他人，真正体现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呢？我
想，莫过于动之以情！

雅斯贝尔斯曾说：

的心灵；让学生与老师的感动产生共鸣。

语文的人文教育，就要教师在语文教学中通过语感、文感的
磨练，实现“美感”的积淀，发挥其“美化人”的功能。

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教育不能没有感动，教师不能没有感动。教师要用自己的感
动去感染学生。否则怎能教会孩子学会感动呢？教师接触文
本后难以平静的心绪，在教学中化为饱含情感的教学语言、



适时深情的小结、与学生如遇知己般的共鸣。这些大大增强
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

２、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通过导入时的两次看图说话，锻炼了言语表达能力和观察力；
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对比，创设了教学情境，酝酿着滋养心
灵的养分——感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中又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引导学生把握字里行间中的点
点情丝，从而走进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小兵的情感世界，
与他在思想感情上相互交流，形成共鸣。然后“自化其身”，
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心灵上得到陶冶，成为美的情境中的人
物，激发思想情感，达到语文学习的思想性目的。

３、不足：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以学生自读自悟为主。但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还发挥得不够。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篇二

现代的家庭独生子女居多，学生通过阅读，在被故事情深深
吸引的同时，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文听小男孩进行对照，
教学中我抓住略读课文的教学规律，积极引导学生认真读文，
强调自读自悟，让学生在读中体会、思考，在读中受到关爱
父母、关心他人的思想教育。现在，我将结合课堂教学环节，
谈谈我的本课设计中所体现的教学亮点：注重朗读感悟。

本节课紧紧围绕“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这句话，
逐词逐句，层层深入，让学生真正感悟小兵的内心活动。抓住
“抢”字，设疑小兵抢着说了些什么？他抢在谁的前面说？
学生联系上下文明白小兵抢在妈妈前面，他为什么抢着说？
他真的只是看一看吗？心里不想买吗？学生说出小兵抢着说



的原因有“保护妈妈的自尊心、不想让妈妈丢脸、不想让妈
妈心里难过等等。”老师问这该怎么读呀？学生读：“不，
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进一步让学生感悟。引导学生朗
读时语气速度要稍快，要读出孩子不买的决心。从学生朗读
声中我发现学生读得要比第一次有感情，这次的读学生是发
自内心的！“小男孩的爸爸病着，家里的`生活很困难，小男
孩心疼妈妈，不让妈妈给他买小汽车。孩子的妈妈叹了口气，
说？”出示孩子他妈说的话：{孩子的妈妈叹了口气，
说：“他爸爸常年病着，家里的生活也不富裕，孩子心疼我，
什么也不让我给他买……”小兵为了给爸爸治病，什么都不
要啊！此时此刻，老师问：“你想对小兵说些什么？”学生
都发自内心地说小兵是一位十分懂事的小男孩。老师再让学
生读：“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这句话时，学生已
经完全领悟小兵说“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这句话
时的心情和分量了，从孩子的脸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已经
被小兵这懂事、善良、体贴、知道心疼妈妈的心思等等品质
被深深的打动了，学生内心深处都洋溢着要向小兵学习！

其实，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就是需要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感悟文本的魅力。“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这句话
时，是在学生层层感知、理解的基础上，而发自内心读书的。
学生发自内心深情的朗读和形式上的做秀完全是不一样的，
发自内心的感悟朗读不是强加刻意的直白、宣告，而是老师
潜移默化的引导，层层深入，学生融入文本，静下心来静静
地品悟。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想到了现在孩子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常
常以哭闹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现在的孩子对玩具也
很迷恋，所以，上课开始，我说：“你们喜欢玩具吗？你站
在过玩具柜台前吗？说一说你站在玩具柜台前的样子。”孩
子们一下子都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有的说：“我
一动不动地看着洋娃娃。”有的说：“我看到我喜欢的赛车



两眼会发光。”我问：“当你家长给你买你喜欢的玩具时，
你又怎样了？”有的说：“我高兴得跳起来。”我又
问：“当你家长没有满足你的愿望时，你又怎样了？吵过吗？
闹过吗？”

在孩子们渐渐陷入沉思时，我趁机说道：“今天，我们来学
习一篇课文，看看这个小男孩在玩具柜台前，遇到心爱的小
汽车是什么样的神情？快到课文中找一找，边读边画。”在
找出重点词语后，我对学生说：“你就是那个玩具柜台前的
孩子，快来演一演。”请学生上台表演后，我又问：“这么
心爱的小汽车，他让妈妈买了吗？为什么？”学生马上回答
道：“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因为他知道，爸爸常年
病着，家里生活不富裕，还得给爸爸买药。”甚至还有学生
说道：“他懂得心疼妈妈，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由此可见，通过对比，学生已经被小男孩感动了。这篇课文
处处让人感动，所以，在学完课文后，我让学生带着感情来
读课文，学生很自然地就把感情读出来了。最后，我
说：“今后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还会吵着让爸爸妈妈
买吗？”孩子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来，贴近生活的课文
如果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教学，效果会更好吧！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篇四

读完全文，全班学生的心灵都被那个懂事的孩子所占据了，
所震撼了。他们异口同声地感叹道：“这个小男孩真懂事
呀！”是呀，在课前谈话中我们聊起了面对商场中让我喜欢
的玩具我会怎么说，怎么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用上自己
的办法让家长屈服，给自己买玩具，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文
中的男孩面对自己异常喜欢的汽车玩具却拒绝了，孩子的震
撼是多么深重呀。

我并没有在此停住。要求学生分角色朗读这三段话。读后，
我紧跟着追问，这既是对学生朗读的评价，又是再次探索学



生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1、对读小男孩的同学：“不，谢谢，我不要。你为什么读得
那么急？不字为什么读得那么响？”学生的娓娓道来，让我
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已经真正读懂了课文，走进了小男孩的
内心世界。学生回答说：“不读得响是告诉妈妈和阿姨，我
不会接受这份礼物的。我怕妈妈会心软，心疼我，忍不住给
我买汽车玩具，所以我读地很急很急，而且还要拉着妈妈的
手，走出商场。”

2、对读售货员的同学问：“售货员阿姨，你为什么决定送他
一份礼物？”“我完全被这个小男孩感动了。这么懂事的孩
子也应该像其他孩子一样拥有一份六一节的礼物。”

这样在孩子自己说。自己的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分角色朗读
后的提问，再次提升了学生的归纳能力，理解能力，把学生
的阅读理解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送玩具回家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要以学生的自读自悟为主。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看看他在玩具柜台前，遇到心
爱的小汽车是什么样的神情？快到课文中找一找，边读边画。
“柜台前有个小男孩，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
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汽车，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芒……”你认为这里的哪个词用得好？说一说？“只要、马
上、目不转睛、盯着、闪着、兴奋的光芒。”你就是那个玩
具柜台前的孩子，快来演一演。这么心爱的小汽车，他让妈
妈买了吗？为什么？“不，我只看看，不要妈妈买。”因为
他知道，爸爸常年病着，家里生活不富裕，还得给爸爸买药，
他懂懂得心疼妈妈。你被感动了吗？售货员阿姨也被感动了，
阿姨做了什么？可是，她再也没看到那个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