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 要下雨了教
学反思(大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要下雨了》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用浅显的文字，生动、
形象 的语言形式描写了下雨前的一些自然现象，通过小白兔
和小鱼、燕子和蚂蚁的对话，让人明白了自然界一些动物的
异常行为，往往预示着某种变化，读来饶有趣味。课文配以
四幅插图，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下雨前小鱼、燕子和蚂蚁的活
动特点和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趣味性浓、知识性强。

我在教学时，先引导学生观看童话故事进入情境，在自主识
字之后，采用图文对照，以读促悟的方法 组织阅读 活动，
以小白兔的活动为线索，抓住小白兔的动作推进课文的学习
进程，以小白兔和小鱼、燕子、蚂蚁的对话作为阅读重点 ，
让学生在读中理解 ，读中品味 ，读中悟情，摒弃繁琐的分
析。在课文接近尾声时，让学生想象文中小动物的样子、动
作、语言，分角色表演，再现情境。通过这样的阅读教学必
将培养学生说话表达的条理性，发展 学生观察的深刻性和思
维的逻辑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一、感知个性化，情境体验学习生字。

生：（齐）闷得很。

师：请大家游到水面上来透透气吧！感觉怎么样？



生：（齐）哇，真舒服！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于是乎，要引导学生
通过分析一些重点词句的意思来体会、揣摩语言形式的表达
效果，更得充分尊重学生对这些重点词句独特 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在学生的生活 情境回忆中，通过教师的适当点拨，
区别了一个人在家的“闷”是无聊、没事儿干，而被子捂住
透不过气、感冒鼻塞喘不过气的闷则是与小鱼的“闷”意思
相同；然后让学生进行一次情境体验：假想自己是一条小鱼，
潜游在水下（胳膊向前伸，头埋在胸前），有什么感觉？游
到水面上（把头抬起来），又有什么感觉？学生纷纷说出了
先是闷、难受，后来舒服多了，有趣的体验使学生轻松愉悦
地与小鱼感同身受；随即请学生用自己的朗读来表现，学生
对重点词句的领悟可谓水到渠成。

二、尊重个体差异，设计多个教学环节突破教学难点。

师：小燕子是怎么回答的？（出示句子：要下雨了，空气很
潮湿，小虫的翅膀上沾了许多小水珠，飞不高。我要飞得很
低，我正忙着捉到虫子呢！）

生：（读句子）

生：（齐）我们在捉虫子。

师：捉虫子为什么飞得那么低？

生：（齐）因为空气很潮湿。

师：空气为什么会很潮湿呀？

生：（齐）因为要下雨了呀。



师：原来是这样啊！请小朋友加上“因为……所以……”说
说这段话，可以说一个“因为……所以……”，聪明的小朋
友可以说好几个。

本课教学的难点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快要下雨的时候燕子飞
得低，因为燕子说的一段话中有好几层因果关系。在以往的
教学中，教师往往以自己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以
自己的理解代替学生的感悟、体验，程式化地说一说“因
为……所以……”或把这段话分成几个因果关系填填表，学
生虽然会跟着说、跟着填，但不一定真正理解。本着“语文
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的出发点，我在教学中通
过“角色体验，情境演说；小组合作，个性练说；补充综合，
师生对说”这三个层次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在同伴的帮助下，自主地读和感悟，不仅激发了学生
的阅读兴趣，使他们较好地感受、体验了课文深刻的现象联
系，从而较有实效地挖掘了这个教材的重难点；引导学生认
识到雨前动物行为的变化与雨前气候状况的联系，从而培养
学生注意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习惯。

三、朗读个性化。

朗读是学生对课文理解认识的外化表现，朗读中良好语感的
培养更是语文素养形成的基础，学生读书要自己去读懂，而
不是教师讲懂，因此朗读应该是带有浓厚个性化色彩的。教
学中，这一课的朗读设计 既有形式上的多样化，又有感悟上
的多层化，不追求抑扬顿挫的齐整朗读效果，而是引领学生
以读促理解，特别是对话，带有疑问语气、着急语气、感叹
语气的句子的朗读更是通过学生自由读、比较读、评价读、
学着读的语言实践和体验，将情感自然而然地释放于朗读之
中，使朗读训练真正落到实处。

通过这堂尝试课的实践，使我明确了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深
入地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熟悉教材特点，课堂教学时占据



注意中心的不是关心教材、教案的思考，而是放在关心学生
的思维情况的境界。时时处处对学生回答的突发性、随意性
提高引导的技巧，既能让体会到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
又能让没体会到的学生也在倾听中感悟，分享思维，真正使
每个孩子每时每刻都有他的收获。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应重视
考察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情意态度。

在以上教学片段中，我没有在学生说话的准确性上多费口舌，
而是重在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上做文章，利用刚刚学过的课文
知识作为学生口语的内容，让他们感到有话可说，而且都是
熟悉的内容，降低了说话的难度，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的积
极性。同时，在表述方式上，我只是有意识的引导而不强求
统一；在形式上采取师生互说，互评，生生互相交流等多种
形式，给学生创设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交流空间。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只有调动学生情感的参与，语文教学才能达到高层次和理想
化的境界。在教学中，把多媒体引进课堂，是让语言文字所
表达的内容动态化。从教学效果看“花花绿绿、鲜花盛开的
小路；垃圾遍地，苍蝇飞舞的小路；憨态可掬，活泼可爱的
小动物”这些生动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感官，拨动了学
生的心弦，引起了感情的共鸣。学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
课文中的兔姑娘、鸭先生、鹿先生去感受事物，去朗读课文，
心灵受到熏陶。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调动、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采用自由读、个别读、摹仿读、表演读、
评析读等多种形式，将每一个学生带入课文所表述的情境中，
用学生自己的感情体验，代替了整齐划一的理解指导。“捂
住了鼻子”、“皱起了眉头”、“一拍脑袋”，学生的表演
是那么贴切、自然。这是对语文内容最好的诠释，是学生个



人情感最好的渲泄。

以上两个片段充分体现了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的理念。
在学生读正确、读流利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读出感情。这种
感情不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而是在教师指导读书的过程中，
学生自悟、自得的。在教学中，应尽量避免单调枯燥的技术
性指导，而是引导学生入境，入情，充分体会到课文的情感
因素，并在动情的基础上，通过朗读表达出自己体会到的感
情。指导学生读出感情，重在课文情感基调（喜爱、赞扬、
激动、说明）的把握，重在学生自读自悟获得情感体验，再
通过朗读，把这种情感体验传达出来。

阅读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绝不
单单是为了理解课文内容。阅读时，要引导学生把自己当作
课文中的人物去感觉、去体验、去思考。问出来的答案往往
是干涩的，而读出来的感悟却是滋润的。因为读，它用语感
联结了学生的感觉、感受和情感，而使他感动。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要下雨了》是一篇科学童话，课文通过“鱼出水面，燕子
低飞，蚂蚁搬家”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下雨前动物的特点以及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这篇文章生动有趣，在生动有趣的语
言文字中，有机地渗透身边的自然科学知识。

一年级学生识字的一个特点就是“认得快，忘得快。”因此，
在识字教学中，对生字的识记我采用多种方式，反复识记。
本堂课中，首先是初读课文中的读准生字，到带拼音读生字，
再组词。又回到课文中整体感知。在大屏幕的句中识字，当
小老师领读。通过这样多种形式地反复训练，使学生对生字
的识记得到了巩固。课上让学生通过自主的，形式多样的读
以及精彩的表演，理解下雨之前的现象。让学生更加喜欢朗
读，感受到朗读的乐趣，在读中知道自然科学知识和美的享
受。



因为课文内容比较简单，所以大部分的课堂知识是都是学生
自己独立完成，因为富有童趣所以孩子们学得也很开心。但
也有些遗憾，如：课堂效率不是很高，也就是听课习惯不是
很好。教师的朗读指导欠佳。虽然有些遗憾，但当我看到课
堂上学生举起的那一只只小手，一双双满怀期待的眼睛，我
被他们深深的感动着。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要下雨了》是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第二册中的
一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它告诉我们：下雨前一些小动物
有着不同的表现，通过观察小动物的异常表现也能预测天气
变化。反思自己的这节课，我认为：总体效果还不错，但还
存在一些问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倒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教学中，通过利用
多种方法，引导学习生字词。

1、预习生字。

预习是一个很重要的预习生学习环节，它可以让学生预先了
解所学的知识。在学习新课之前，先让他们在读课文的基础
上圈出生字，在认真地拼读两次，在自己读不准或容易读错
的字上做上记号。到老师教时着重学学这些字。这样，学生
首先自己熟悉了一下生字，再在课堂上集中学习。就对生字
掌握更牢固了。

2、做动作识字。

汉字是表义文字，形义联系紧密。有些字通过其外形就能看
出它的'内在含义如：“割草”让学生做做动作，“割”需要
什么工具——镰刀，故是“立刀旁”；“伸伸腰”也让学生
做做动作，根据字义识记生字“伸”，这样轻松牢固地掌握



这类汉字。

3、联系生活识字。

如教“潮湿”一词时，我说：“前段时间，一直下雨，你见
过什么很潮湿？”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实际经验，让学生在
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潮湿”一词。

4、换字识记。

如：给“喊”换个意思相近的字。学生说“叫”。再通过朗
读理解，谁愿意大声来喊一喊。理解到位了，朗读起来就有
味了。

5、形象记忆法识字。

小学生善于联想，如记“闷”字时，我边写边说：把心关在
门里面，当然感觉很闷。

本课教学的难点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快要下雨的时候燕子
飞得低，因为燕子说的一段话中有好几层因果关系。本
着“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的出发点，我在教学
中通过“角色体验，情境演说；小组合作，个性练说；补充
综合，师生对说”这三个层次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在同伴的帮助下，自主地读和感悟，不仅激发
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使他们较好地感受、体验了课文深刻的
现象联系，从而较有实效地挖掘了这个教材的重难点；引导
学生认识到雨前动物行为的变化与雨前气候状况的联系，从
而培养学生注意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习惯。

朗读是学生对课文理解认识的外化表现，朗读中良好语感的
培养更是语文素养形成的基础，学生读书要自己去读懂，而
不是教师讲懂，因此朗读应该是带有浓厚个性化色彩的。教



学中，这一课的朗读设计既有形式上的多样化，又有感悟上
的多层化，不追求抑扬顿挫的齐整朗读效果，而是引领学生
以读促理解，特别是对话，带有疑问语气、着急语气、感叹
语气的句子的朗读更是通过学生自由读、比较读、评价读、
学着读的语言实践和体验，将情感自然而然地释放于朗读之
中，使朗读训练真正落到实处。

通过这堂公开课，使我明确了作为新世纪反思型教师、学者
型教师的努力方向：更深入地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熟悉教
材特点，达到课堂教学时占据注意中心的不是关心教材、教
案的思考，而是放在关心学生的思维情况的境界，时时处处
对学生回答的突发性、随意性提高引导的技巧，既能让体会
到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又能让没体会到的学生也在
倾听中感悟，分享思维。

下雨了教学反思中班篇六

本课课文内容与插图一一对应。第一课时安排整体感知和识
字。

如何让枯燥的识字教学变得有趣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于
是，我从课文插图入手，将识字教学与插图有机地结合起来，
选择了一种学生喜文乐学的教法：

“为生字词在图中寻找相应的位置”

具体操作如下：

一、在黑板上出示四张大幅插图、相关的生字卡片：

喊割草山坡搬家一阵雷雨哗潮湿

二、动脑子，想想这些生字卡片该贴在图中的什么位置最为
合适。



三、学生讨论，操作贴画。

说说为什么贴在该位置。

四、巧记字形。

（这些生字与图意几乎都有联系，对孩子识记字型有非常大
的帮助。这些关联通过孩子们的仔细观察均易发觉。）

例：

“割草”的“割”：联系到小兔手上拿的镰刀。

“山坡”的“坡”：联系到图上的土坡。

《要下雨了》识字教学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