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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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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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一

?合欢树》这篇文章是高一新教材下半学期《短文两篇》中的
其中之一。另一篇文章是《记住我》，英国作家泰斯特的作
品。在选课的时候，我顾忌到是公开课的缘故，所以主观上
希望短文整教，力求一堂课完成。于是着眼于此文，而因为
性格的原因，个体情感上比较容易回避《记住我》的阴沉，
而主动投入《合欢树》的温情，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一堂课。

细想起来，选择《合欢树》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我
喜欢，它打动人。但问题也同时产生，越是感性的东西，越
难以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去诠释、解读和把握。其实母爱是不
用教的，它只需要感受;感恩、珍惜也是不用教的，它只需要
提醒，那么我究竟要教什么?但是我想既然已经决定了，改变
不是应该有的积极的态度。我不但要教，而且要游刃有余地
教。于是我就借着《合欢树》这件煽情的外衣，讲述文学作
品欣赏的方法和角度，时而拉近文本与学生的距离;时而拉远
文本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但无论如何都围绕在“合欢树”的
周围，回到了语文的本分上。

当然在准备这堂课的同时，我考虑的外在于文本的东西还有
很多。比如如何上好《合欢树》;如何把《合欢树》上成好的
公开课;如何把《合欢树》上成是“有效课堂教学”课题下的
好的公开课……想的东西太多，反而无所适从，放不开手脚。
有时我想，从很多的目的出发，让语文课承载太多的使命和



功能不是不可以，但未必就是成功与有效的语文课堂。总于
有一天，当我抛开所有的杂念，静静地自我诵读《合欢树》
时，我找到了感觉，找到了真正属于语文的感觉，属于《合
欢树》的感觉。我常记得我父母那个时代有一句话：不管世
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中国人始终以不变应万变。我不恰当
地化用它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中，这个“不变”就是——从学
生自身出发，从文本出发。

“从学生自身出发”——课堂的导入。当然这个导入如果说
还有可取之处的话，要感谢三附中的“有效德育”，是他们
的工作给了我这样一个良好的教学契机。

“从文本出发”——8分钟的教师全文配乐朗读。设计这样一
个教学环节，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在一个40分钟
的课堂中，花8分钟实时间读一篇文章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
读得不好，是彻底得无效;读得动情投入，那么怎么把学生的
情绪拉回来。如果让此时课堂跟着感觉走，设计“请你谈谈
你的母亲”或者是“母亲对你的爱”、“你应该怎样去感
恩”……那么这样的课堂还是不是语文的课堂;还是不是《合
欢树》的课堂?我想这样的课堂再精彩也只是一次借着《合欢
树》导入的主题班会。

那么怎么把已经“泛滥”的情感来回到语文，我想还是
要“从文本出发”——找人物。文学即人学。不树立优秀人
物形象的作品不是好的作品;同样不解读人物形象的课堂也不
是好的课堂。从“完美不是真正的美”的角度，让学生发现
人物，发现史铁生笔下的一个真实的，伟大的母亲。再由文
学审美的技巧推出“合欢树”的丰富意蕴，感受文章的巧妙
构思与布局。并且在题型设计上，以“开放性的选择题”这
一形式，激起学生的兴趣，扩大课堂的容量。文学不是科学，
它真正的精彩不在于一堂课结束后给出一个既定的答案;而在
于留给孩子们更多的回味与思考。于是我在课堂的结束时，
播放了满文军的《懂你》，再次以情感收尾，留有回味。



当然课堂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来
得及重点点到史铁生朴实的写作风格。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尚
巧，但在文风上却要去“巧”。《红楼梦》中有一句：花至
淡时始知艳，说得也就是这一点。而对于如今学生高考应试
作文中不断地模仿、追求、崇尚华丽的文风这一现象，也有
一定地正面指导作用，课堂的“有效性”我想在这里也是一种
“从大处、从远处”着眼的落实。教学的遗憾同时也是一种
及时生成的教学资源，我以此不断地激励自己走在这条教学的
“不归路”上。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二

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我放弃了集中识字法，选择了随文识字。
在学习第一自然段时，重点让学生理解两个词语“数不清”和
“飘落”。为了让学生理解“飘落”一词，我用直观演示法，
使学生很快地理解了“飘落”一词，并能仿照文中的句子进
行说话练习。如：“秋天到了，树叶从树上飘落下来。”当
学生读到“数不清的雨点从云彩里飘落下来。”一句时，我
接着学生问“你们还知道什么东西也是数不清的”？学生纷
纷举手说出不同的答案。有的说“落叶”有的说“星星”还
有的说“蚂蚁”等。这样，学生不但理解了词语，而且还学
会运用这些词语。从积累到运用效果不错。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三

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出示一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引导学生练
习朗读，学生不但兴趣浓厚，而且更容易理解语境，在教学
第五自然段时，通过播放雨过天晴的配乐的画面：满眼是红
艳艳的花，绿油油的草，晶莹闪亮的水珠在花瓣、叶片上滚
动、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种子开始发芽、长叶、开花，
田野里冒出各种野花，让学生看着画面内容，有感情地朗读
第五自然段。这时，这时学生的情感自然而然的通过朗读表
现出来了。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篇四

?春天的雨点》一文是借春雨向我们讲述发生在春天里的一件
平凡而以感人的故事：达丽玛在上课没有专心听讲，放学后
乌罕娜老师不顾疲劳给她补课，并冒雨将她送回家。达丽玛
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不仅认真听讲，而且在第二天早晨
还为老师送去了雨伞。

本课的重点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体会师生间的真挚感情，引导
学生以情引学，情中深学，学后品情。

在教学本课时，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针对三年级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培养目标，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现。

1.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我注意营造以读为本的学习氛围，给
学生充足的朗读课文的时间，从开课的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指名读课文，到默读、有感情地朗读重点句子边读边谈
体会，再到分角色读，师生对读，男女生对读，小组合作读
等，通过这一系列不同形式的读，读出了层次，学生在读中
感悟到了课文所表达的师生间那真挚的情感，悟出之后再通
过感情朗读体会老师对学生的无私而深厚的爱心以及学习要
专心致志的道理。

2.本文情节感人，语句清新，语意深刻，适合进行语感训练。
在朗读过程中注重指导学生积累词语，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
感悟能力。

3．立足课本，着眼课外，精心设计课堂提问，以“春天的雨
点，落在草原上，草原上正萌发勃勃生机。春天的雨点，仿
佛也落在达丽玛心里。”为线索串联整堂课的教学。并让组
织学生集体交流，通过点拨，使学生懂得前后两个“春天的
雨点”所代表的含义是不同的，进而理解课题的双重含义：
它既指大自然里的雨点儿，同时又用来比喻师生之间真挚的
感情。



4．注重学习方法的培养，鼓励学生自己提问、自己解决。在
学习1—3自然段中，让学生在自己读书的基础上同学间相互
提问，然后通过读书自己解决问题。学习4-6自然段依法进行
小组学习。使学生在读书中养成爱问、会问、善问并能带着
自己的问题读书、思考的良好习惯。

5.注意对学生的及时评价和个性化评价，使每个学生都感受
到老师对自己的关注和欣赏。

6.联系实际,表达情感。学完课文后，我让学生思考并讨论以
下问题：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是否有跟达丽玛相类似的经历，
能给大家说说吗？学生通过联系实际，进一步感受到老师真
挚的爱，为拥有这份爱而感到幸福。

但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对问题考虑不足，还存在以下
问题：

1.在教学中，抓好重点句的教学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在让
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想放但不敢放，没有特别尊重
学生自主选择上，如：一个句子还没理解透彻，有学生已转
移到另一个句子时，我怕课堂秩序混乱，一直一句一句分析，
课堂调控不够灵活，指向性比较明显。

2.课文的插图没有很好地利用。有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要
写21岁、10岁”时可以让学生看看插图，理解“搂”，就像
母亲关心孩子，是一种甜蜜的感觉。这样，能更深地体会文
章的内涵。

3.对学生原有认知水平把握不准确，课堂生成没有充分发挥
水平。以致学生的质疑只是为了质疑，使这一环节走过场了，
没有为课堂提供方向。



小雨点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五

?雨点儿》是一篇科学童话，通过大雨点儿和小雨点儿的对话，
告诉学生雨点儿是从云彩里飘落下来的。雨水滋润了万物，
花儿更红了，草儿更绿了。课文用了拟人的方法，让学生感
悟雨点能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