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汇总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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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篇一

《燕子》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课文描写了燕子的优美外
形和它在烂漫无比的春天从南方赶来，在天空、湖面上飞行、
在电线杆上歇息的情景。。。

《燕子》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课文描写了燕子的优美外
形和它在烂漫无比的春天从南方赶来，在天空、湖面上飞行、
在电线杆上歇息的情景。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学
生主动去发现、感悟燕子优美的外形、优美的飞行姿态、歇
息时美妙的意境，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力和鉴赏力，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课文第三自然段作者通过“斜、掠、沾”等几个动词十分准
确传神地写出了燕子优美的飞行姿态。在教学中，我引导学
生抓住这几个动词反复咀嚼体会，感悟燕子飞行时的优美姿
态。

首先，我让学生细读课文，感知这一自然段的内容，然后让
学生回到课文中去，找出有关的句子慢慢品读，看看能体会
到什么？在学生的交流中我把“斜、掠、沾”板书在黑板上
引导学生品词。经过老师的点拨和细读想象，学生领悟到了
燕子斜着身子飞掠的优美姿态，并通过比较、品味，学生感
悟到了作者十分准确地写出了燕子飞行之轻，体会到了作者



用词之精确，同时学生在咬文嚼字的过程中也深深地体会到
了燕子飞行时姿态的优美。学生领悟之后再让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增加领悟的效果。咬文嚼字是品味课文内涵的有效方
法之一。通过咬文嚼字，反复诵读，使学生充分感悟到了燕
子飞行时的动态之美，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悟力。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篇二

《月球之谜》是一篇非常有趣的介绍月球知识的文章，第一
课时先讲的生字词。我想换一种新的方式讲生字词，调动他
们的兴趣。于是就设计了一个“生字词大闯关”的游戏，游
戏共有四关。第一关有两个任务：任务一是“我会读”，呈
现带拼音的生字词，要求读准字音；任务二是同桌检查更正
课本上的注音。第二关也有两个任务：掌握多音字“撒”，
去掉拼音读生字词。从第二关通向第三关的时候有一个障碍
要克服：“我会记”，要找出难记的字并交流识记的方法。
第三关：“我会写”写好这些字，要注意什么？第四关：生
字词作业，这是最有挑战力的一关。字词全对，书写认真的
闯关成功，有奖励。课堂上学生积极性很高，都抢着读生字
词。不常回答问题的几个小孩举手回答了几次问题，我很高
兴。对于这一节课，我时间把握的不是很好，拖堂了。第二
天批作业的时候，我发现同学们的作业都很认真，很多平时
写字不是很好的，这次都有进步，好开心。选出闯关成功的
同学给予表扬，特等奖的同学给予奖励，在班级中传阅他们
的作业本。

第二节课讲课文，存在一些问题。对于讲课内容的把握不够
充分，进行课堂内容时要求要应更明确一些。对于课堂体现
学生自主学习的方面有一些进步，可是我还是不能很好的跟
着学生走。这就要求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对课堂内容更熟
悉，内容设计更全面，更好的将课文延伸出来。这节课的板
书书写不是很及时，要注意了。实习要结束了，我知道离一
个真正的老师还有很远，所以以后要继续好好装备，努力加
油吧！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篇三

《花瓣飘香》是一篇洋溢着浓浓亲情的课文，情节直白，情
真意切。课文通过一个小女孩给生病的妈妈送花瓣的事，表
明了她是一个敬重父母懂事的孩子。在教学中，我认为在感
悟懂事和深化主题的环节，我处理的还算是成功的。

在第一课时充分朗读的基础上，让学生说说这是一个怎样的
小女孩，抓住“懂事”这个词，让学生再自读课文，找出认
为小女孩懂事的地方。新课标倡导课堂应该还原给学生，不
应该是传统的教师的告知代替学生的思想。此时，我鼓励学
生主动积极地思考，并配上音乐，为孩子营造一种安静祥和
的气氛，果然，有的孩子认为小女孩摘花瓣送给生病的妈妈，
是非常关心妈妈的；也有的学生认为她没有摘整朵花，而只
是摘了一片花瓣，可以看出小女孩懂得珍惜花草，非常善良，
还有的学生认为小女孩的爸爸交待她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
妈妈生气，感觉小女孩非常懂事；可见学生透过语言文字真
切地感受到小女孩是个懂事的孩子。

为了让学生将小女孩美好的品质牢牢记在脑海中。我设计了
这样一个环节：作者被小姑娘的懂事深深感动了，于是第二
天早晨——引读最后一段。我想在这两盆花中会藏有一张贺
卡，请你选择其中的一张写一写。花瓣有时代表一份心、一
片情，如果你手中有这样一片花瓣，你打算送给谁？你会对他
（她）说些什么？通过这一情境，让学生也学一学小姑娘对
周围关心过自己的人表一表心意，让我们的爱心也像这花瓣
一样向周围的人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为人民作家巴金的一篇著名的写景散文作品。描绘了作
者在小火轮上所看到的香港夜景。作者在描写时抓住了景物
的突出特点描绘景物之美。因此我的教学思路本着学生在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希望能能通过创设



情境，让学生能一边读一边展开想象，感受香港之夜的美和
作者的语言美；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考虑到学生仍处在低年段，没有把作者的写作手法作为学生
学习的重点，而是以“香港的夜美在哪里”这个大问题作为
统领全文的问题，学生在读中画，画中品，品中感。体味了
文章的语言美，及文中的景色美，身心受到了美得熏陶。加
强了学生积累内化。但是没有过深地去挖掘文本写作特点，
也不失为一个遗憾，比如说：“香港的夜很美，你不可不看。
”这一句中的双重否定句用法，没有刻意强调，而是让同学
们在读中，和进一步的理解课文中，逐步体会。还有第六段中
“作者的视觉与听觉混合起来了”，没有过深地去询问学生
的理解，考虑到学生的语言表达可能达不到预设的效果。

此外，文章指导朗读的段落也很多，这里教学设计以一种宽
松的态度让学生自由体味，没有过多的形式来要求学生如何
如何读，尊重了学生的感受的同时，部分学生的朗读训练可
能还没有把手，不知如何表达。我想教师应把朗读指导和训
练放在平时的每一节课当中，这样学生就能很快的通过自己
的深情朗读迅速的进入和文本的对话当中。这样阅读理解，
感悟体会可能也会更容易些了。

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堂再精彩的课，也不可能是
完美的，个人得力量和水平是有限的，我在这里恳请各位参
与本次活动的专家领导们，多给予指正和建议，让我这节课
能更好。

三年级语文最美的花束教学反思篇五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应十分重视启发学生融入角色，激励学
生进行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
体验，受到情感熏陶，享受到审美的乐趣。《菩萨兵》一文
中人物语言的描写真挚朴实，可结合背景知识，创设情境，
引领学生潜心体会人物的情感，通过朗读来表达自己的感悟，



促进阅读。

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学
生的兴趣和内在需要为基础，倡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践、
自主探索，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学生在老师的启发和帮助下，
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作用，在合作中学习，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我以题目为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理解
菩萨兵，出示句子“几时见过菩萨一样的司令，菩萨一样的
兵啊”问，这句话是谁说的，文中的菩萨兵指的是谁？学生
很快就能答出，根据这一点，继续提问，刚开始这些藏民见
到军队是怎样做的，为什么后来又这样来赞扬这支军队呢，
进行四人小组合作，划出朱德司令说的三句话，体会总司令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句话的，说这句话的心情如何，从
而体会出朱德总司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篇课文还有一个
难点就是，种子，在这个词语教学时，借鉴了一下，同事的
教学方法，联系后面的课文来理解，这颗种子种进了人民的
心里，来帮助孩子们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