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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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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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芽儿教学反思篇一

《笋芽儿》是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
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雨姑娘对笋芽儿的引发力，竹妈妈对
笋芽儿的束缚力以及笋芽儿自身奋发力交错的形式，绘声绘
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
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学难点是体会笋
芽儿对春光的向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为我的研究小课题
是关于小学低段学生写字指导方面的研究，所以下面我着重
就这课写字教学方面来做以反思。

在写字教学时，由于我在范写“冈”字时，没有范写成功，
导致学生提出了很多缺点；在范写“世”字和“芽”字时，
由于它俩比“轰”、“喊”等其它几个汉字笔画稍少一些，
我在书写时，没有注意到笔画少的字在写的时候，要写大一
些，才能保证字的大小一样，所以导致字的大小不一，学生
指出了很多缺点，所以讲课有点拖沓，耽误了课堂时间。在
进行写字教学时，学生紧紧张张把字写完，还没有进行评价
就下课了。

二年级的孩子虽说比一年级的孩子写字能力强了许多，但是
还是有部分同学笔顺存在问题。例如：“喊”字右边的部
件“咸”，笔顺有学生先写外面，最后写里面。所以，在低
段生字教学中，每个生字的书空还是有必要的。所以，在写
字教学中，对于重难点的突破和高效课堂依然显得尤为重要。



笋芽儿教学反思篇二

阅读教学要重视阅读感受和体验，突出学生阅读行为的自主
性，重在感受体验，整体把握，而不只是纯理性的，甚至机
械的分析。语文是人文性很强的学科，大多数的文章都包含
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如果我们在阅读中不去引导学生体验这
种感情，没有受到感情的熏陶、感染，学生就不可能对文章
描写的景物、人物形象等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会对这些内
容的语言文字留下深刻印象。

在教学《笋芽儿》一课时，我结合新课程标准，在阅读教学
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改变过去重认知轻情感、重理性轻感
性、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使学生更好地体会文章的感情。
这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在作者的笔下有稚嫩的笋芽儿
娃娃，有温柔的春姑娘，有大嗓门的雷公公，还有慈爱的竹
妈妈。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姑娘对笋芽儿的引发力，竹妈
妈对笋芽儿的约束力及笋芽儿自身的奋发力交错的形式，绘
声绘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考虑到《笋芽儿》是一
篇童话，写了笋芽儿在春天里破土而出成长为一株强壮的竹
子，告诉孩子只有从小敢于经风雨、见世面，锻炼自己，才
能健康成长。内容浅显易懂，语句优美。文中出现几次笋芽
儿跟竹妈妈的对话，表达了她从害怕到坚强的态度，是对学
生进行有感情训练的好题材。因此，在设计有感情朗读方面，
我作了如下安排：

师：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想一想：笋芽儿先
后听了谁说的话，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分别用不同的符
号划出来。

（生读课文，有默读的，轻声读的，小组读的，气氛较活跃。
）

全班交流。



生（李佳平）：我还知道笋芽儿听到春雨姑娘的呼唤后，是
娇滴滴地在回话“谁叫我呀？我还没睡醒呢！”

（生纵笑，因为该学生说话时声音娇滴滴的。）

师：（面带微笑）我想：大家笑得那么开心总有原因吧！

（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学生）

生：我觉得李佳平说的很像笋芽儿说话的语气，是在撒娇！

生：我有时也是这么撒娇的。比如星期天妈妈叫我起床，我
就说“我还没睡醒呢，再睡一会儿吧！”

（声音很尖，很甜，同学们不断鼓掌。）

生：故意做撒娇的动作（揉揉眼睛、扭动身子）边做边
说“谁叫我呀？我还没睡醒呢！”

师：我觉得同学们表现得精彩极了！很好地理解了“撒娇”
这个词。“请大家四人小组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演一
演。

（四人小组合作，挑选角色，认真地准备）

请一些学生自告奋勇表演。

生：我觉得“竹妈妈”表演得很不错，说话时有些担心，就
像我的妈妈，叫我天冷时多穿点衣服时也是这么说的。

生：我觉得“春雨姑娘”很关心人，说话时很温柔。

生：我觉得他们把不同的人说话时的不同语气读出来了，让
人佩服。



师：（点头表示赞许）我发现每位同学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自己读读这些对话，读出自己的感受来。

（课堂气氛活跃，许多同学读得有声有色。）

师：那你们喜欢文中的笋芽儿吗？

生：我喜欢，因为笋芽儿很坚强，后来破土而出了。

生：我也喜欢笋芽儿，因为刚开始笋芽儿很害怕，后来听了
雷公公的话，终于沉不住气，钻出了地面，变得很坚强、勇
敢。

师：那你们能把这种笋芽儿的情感变化读出来吗？

（四人小组合作，读得很成功。）

这堂课改变了过去很流行的一种“谈话法”的教学，教师设
先预设好结论，千方百计引导学生猜测。我依据《新课程标
准》中指出的“阅读是学生个性话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
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整堂课上，我特别强调阅读者
的个性体验。比如，带有“自己”一词的表述。如刚开始时
我强调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课堂气氛很快活跃
起来，学生较快地进入了情境。在对话训练中，我让学生读
读自己喜欢的角色，读出自己的感受。正因为学生有了兴趣，
才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获得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
美，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如在朗读中很好地理解了“撒娇”、
“唠叨”、“沉不住气”等词的意思，朗读训练较扎实。

整堂课很好地落实了“三维目标”，知识和能力：结合单元
训练重点，初步掌握有感情朗读课文的方法。在与学生的对
话中理解了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感情，并能通过重点句子
的朗读表现出来。过程和方法：通过四人小组合作，选择自
己喜欢的角色读一读，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跃跃欲试，充分



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朗读中体会
了笋芽儿从害怕到坚强的态度变化，懂得了只有经风雨，见
世面，勇于锻炼，才能健康成长。

在朗读训练方面，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思考：

１、学生善于模仿，不愿意深入钻研，导致朗读的层次性不
够明显，体会不深刻。如在朗读笋芽儿钻出地面这段话时，
感情变化不明显。笋芽儿的心情、小草弟弟说话时的语气没
有很好的区分。

２、《课程标准》指出：学习语文知识是为了运用，应该促
使知识向能力方面转化，特别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即语
言直觉。那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语感呢？我们经常发现：语
文课堂上，学生的朗读是有声有色，可在课后学生的朗读又
是很平淡呢？甚至是一些练习过的课文。

笋芽儿教学反思篇三

《笋芽儿》是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在作者笔下稚嫩的笋
芽儿娃娃在温柔的春雨姑娘、大嗓门的雷公公、慈爱的竹妈
妈的关爱以及自身的努力下长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课文形
象的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在教学《笋芽儿》一课时，
我结合新课程标准，在阅读教学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那就
是不适时机的将学生的阅读体验和生活体验联系起来，孩子
们学的入情入境。

学文时我特别重视孩子们的阅读个性及生活体验，尽量彰显
出人文气息。朗读春雨姑娘、雷公公、笋芽妈妈、笋芽说的
话时，我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朗读课文，特别强调
读出自己的感受。交流朗读体会时我紧扣孩子们的'生活体验。
如朗读：春雨姑娘呼唤笋芽，笋芽回答的段落。我点了两个
孩子朗读。我点一个平时大嗓门的孩子王家琪朗读春雨姑娘
呼唤笋芽的第一自然段。（我点此生的目的是推断他一定会



大声的朗读，而不会读出春雨姑娘的温柔）果真在我的预料
之中。读完后有一个孩子迫不及待的举手说春雨是轻柔的沙
沙沙声。他说他早上就感受到了春雨的轻柔，因而朗读“沙
沙沙，沙沙沙“时声音要轻。（孩子们纷纷插嘴，都说早上
的春雨淅沥淅沥的。）我此刻抓紧时机让孩子们朗读，效果
棒极了。我点第二个孩子李子若朗读笋芽回答的第二自然段
（这个孩子平时说话娇滴滴的）。当读完”谁叫我呀？我还
没睡醒呢！”（生纵笑，因为该学生说话时声音娇滴滴的。）
我问大家笑得那么开心总有原因吧！（我用期待的目光望着
学生）张腾说：“我觉得她说的很像笋芽儿说话的语气，是
在撒娇！”王子涵说：我有时也是这么撒娇的。比如星期天
妈妈叫我起床，我就说“我还没睡醒呢，再睡一会儿吧！”
（这个孩子声音很尖，很甜，同学们不断鼓掌。）此刻孩子
们有的站着故意做撒娇的动作（揉揉眼睛、扭动身子）边做
边说“谁叫我呀？我还没睡醒呢！”我哈哈大笑，孩子们笑
的前俯后仰。那学习的氛围真是其乐融融！

笋芽儿教学反思篇四

1《笋芽儿》是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拟人体的童话散文。
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雨姑娘对笋芽儿的引发力，竹妈妈对
笋芽儿的束缚力以及笋芽儿自身奋发力交错的形式，绘声绘
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
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学难点是体会笋
芽儿对春光的向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为我的研究小课题
是关于小学低段学生写字指导方面的研究，所以下面我着重
就这课写字教学方面来做以反思。

在写字教学时，由于我在范写“冈”字时，没有范写成功，
导致学生提出了很多缺点；在范写“世”字和“芽”字时，
由于它俩比“轰”、“喊”等其它几个汉字笔画稍少一些，
我在书写时，没有注意到笔画少的字在写的时候，要写大一
些，才能保证字的大小一样，所以导致字的`大小不一，学生
指出了很多缺点，所以讲课有点拖沓，耽误了课堂时间。在



进行写字教学时，学生紧紧张张把字写完，还没有进行评价
就下课了。

二年级的孩子虽说比一年级的孩子写字能力强了许多，但是
还是有部分同学笔顺存在问题。例如：“喊”字右边的部
件“咸”，笔顺有学生先写外面，最后写里面。所以，在低
段生字教学中，每个生字的书空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在写字教学中，对于重难点的突破和高效课堂依然显
得尤为重要。

笋芽儿教学反思篇五

笋芽儿教学反思1《笋芽儿》是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拟人
体的童话散文。课文形象生动，采用春雨姑娘对笋芽儿的引
发力，竹妈妈对笋芽儿的束缚力以及笋芽儿自身奋发力交错
的形式，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笋芽儿的成长过程。本课的教学
重点是学习生字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
学难点是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为
我的研究小课题是关于小学低段学生写字指导方面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着重就这课写字教学方面来做以反思。

在写字教学时，由于我在范写“冈”字时，没有范写成功，
导致学生提出了很多缺点；在范写“世”字和“芽”字时，
由于它俩比“轰”、“喊”等其它几个汉字笔画稍少一些，
我在书写时，没有注意到笔画少的字在写的时候，要写大一
些，才能保证字的大小一样，所以导致字的大小不一，学生
指出了很多缺点，所以讲课有点拖沓，耽误了课堂时间。在
进行写字教学时，学生紧紧张张把字写完，还没有进行评价
就下课了。

二年级的孩子虽说比一年级的孩子写字能力强了许多，但是
还是有部分同学笔顺存在问题。例如：“喊”字右边的部
件“咸”，笔顺有学生先写外面，最后写里面。所以，在低



段生字教学中，每个生字的书空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在写字教学中，对于重难点的突破和高效课堂依然显
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