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 三年级语文
第五单元教学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其实，孩子们对本单元的人物并不陌生。对本单元的课文也
很感兴趣。

一、成功之处：

也分析得头头是道。理解了，读起课文也格外通顺。

2、正视孩子们的学生的合作学习成果。课堂上的小组合
作“昙花一现”的景象我也觉得很让我欢喜。虽然，汇报没
有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磕磕绊绊也是他们的`成果啊！

二、不足之处：

1、对名著的了解还是不够。孩子们对我国四大名著还是很陌
生。不是书名记不住就是作者记不住。尤其是说些内容，有
的孩子傻了眼，默不作声。哎，孩子们的课外阅读量还是少
了些。

2、上课回答问题的寥寥无几。自从学校规定，第二课时不能
预习以后，很多孩子上课的时候，都在蒙的状态中。让他们
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场面很是热闹。当让每个小组回答问
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组痛快地站起来回答问题。除非，我
有加一句，你可以代表你们组内回答也可以。这时候，有几



个组长才站起来回答问题。而且，回答也不是那么完美。

三、改进措施：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本单元的课文讲的是几位名人的故事，但课文所展示的不是
他们作为名人的丰功伟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课
文通过具体的.事例展示了那些名人在平凡的小事中不平凡的
一面。课前，我让学生搜集有关这些名人的资料，课文教学
中以列宁和小男孩你喜欢谁为主线，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抓
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体会人物的心理，感受作者的写
法。学生能够从文章中抓住重点词句来理解文章内容。在教
学第一段时引导学生了解作者抓特点写灰雀的方法。这篇课
文教学中着重引导学生抓住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体会人物心
理活动。孩子们通过抓重点词句，体会到了高尔基对孩子的
关心与爱护，也体会到了小男孩的聪明、勇敢、对工作一丝
不苟。续写很成功，大多数孩子都认为小男孩会回来，并成
功完成了拍摄任务。学生续写非常成功，想象丰富，语言优
美。实践证明，给孩子一个空间，它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本单元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还比较好，但是课前预习做得很
不好，没有几个人去查找搜集资料，以后在这方面还要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这单元的习作是写一个熟悉的人，大部分学
生掌握了写作方法，条理清楚，知道通过具体的事情去写人，
也有一部分学生不知从何着手，东一句西一句，语句表达不
清，线索混乱，需要好好加强练习。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倍的认识”是学生初次接触，由于倍的概念较抽象，学生
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在教学中，以创设情境、自主探索的
方式导入，将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能看得见、摸得着得东
西，从而激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以情境贯穿整节课的教



学，同时从以下几个层次展开教学，有利于突出重点，突破
难点：

(1)注重方法渗透。在本课中我多次安排学生动手操作的环节，
让学生通过摆一摆、画一画等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中边学边
练，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2)慎重处理课尾。课尾往往是学生注意力最容易分散、学习
效率比较低下的时候，而此时我在练习的设计上，通
过“倍”的擂台赛的形式，一下子和学生拉近了距离，激发
了学生参与的欲望，让每一个学生都跃跃欲试，并引导学生
快速列式计算，让学生掌握了方法，既巩固了知识，又提高
了计算能力。

总之，全课设计始终围绕学生的活动展开，意在调动学生参
与学习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学生的引导
者、参与者与组织者，让学生在自由、快乐和民主的气氛中
学习知识，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活动理解“倍”的概念形成的
全过程。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1、学会在生活中寻找习作素材，记录真情实感，学会与人分
享。

2、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做到语句通顺。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体会成就感，让学
生真正喜欢上写作。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互动设计）

一、再现生活

1、话题导入，让学生回忆近期开展的探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这一活动。

（学生回忆）

2、引导学生选择出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说给小组里的同学听，
请他们提意见。

（学生在自由交谈的氛围中进行学习）

二、描述生活

1、指名同学在班内把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项介绍给大家。

（学生倾听、评价）

2、介绍同一传统的同学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说说从哪几个
方面介绍。

3、指导整理写成一篇文章。

三、回味生活

1、指导学生在小组内互相批改，提出修改意见，学生根据所
提的意见进行修改。

3、选取优秀作文，加以评价，发现带共性问题，适当指导。

（学生主动参与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

【让学生在互评过程中语言和思维能力得以提升。】



四、创造生活

1、把自己的习作介绍给更多的人，做一名祖国文化的传播者。

2、班里选出优秀习作，形成文集。

【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体会成就感，让学生真正喜欢
上写作。

二上语文第五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第七单元课文以教予学生一些思想方法为主题。

《矛和盾的集合》发明家通过集合矛和盾的集合发明坦克，
告诉大家谁能把矛和盾的优点集合在一起，谁就是胜利者。
我们要多集合各项事物的长处，多学习别人的优点。

《科里亚的木匣》通过科里亚埋木匣、挖木匣，经过思考得
出道理。它告诉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要用发
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陶罐和铁罐》《狮子和鹿》都告诉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自己
和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要尊重别人，与人和睦
相处等。

这些道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应当作为行动指南的，也不光
是教育孩子，我们成人也是要不断反思成长的。

在教学中，这些主旨是都在学生口中、脑中是走过的，而且
不只是一两遍。不过在学生的发言和反应中，我感觉孩子们
没有真正入脑、入心。发言的孩子就那么几个，发言的'内容
也是相对简单而且用语匮乏的。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能体
现这些思想方法的可能只有点点星末。



课堂的教育能做的真的很少，不过要能做足了也是很容易在
孩子的这个年龄种下好种子的。这就要我们不断探索，把课
堂变得更加高效而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