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这是一篇能够引起学生思考而有所感悟的童话故事，但是这
个童话故事中出现的角色比较多（一共有9个角色：长颈鹿大
叔、邮递员黄狗、鼹鼠先生、松鼠太太、刺猬太太、狐狸太
太、小松鼠、小刺猬、小狐狸），故事情节上下两个部分时
间跨度比较大（收到奇怪的包裹——到春天才发现这是美好
的礼物），故事上下两部分的情节衔接过度不是很清晰，引
导学生理清故事情节、理解故事内涵有一定的难度。

（1）针对难点角色较多，理顺人物关系。

对于2年级的孩子来说本课的角色偏多，理顺这角色关系有一
定难度，所以在上课时，我一开始就让学生先拎出主要角色
（长颈鹿寄给鼹鼠先生包裹，而包裹内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鼹鼠先生询问松鼠太太），这样抓住主要角色进入故事情节，
能更好的理解课文。

（2）：美好的礼物是什么？

在鼹鼠先生去松鼠太太家做客，一路上经过刺猬、狐狸的家，
最后到达松鼠太太家，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发现门前的小路开
满鲜花，在这里，我引导学生抓住“惊奇、奇怪”来练习朗
读，可仅仅这样是不能深入理解课文的，在“小狐狸、小刺
猬、小松鼠在这条小路上玩的很开心”一段中，我让学生想
象说话：“它们在玩什么？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还有



谁会来到这条小路上？有感觉如何？”这样的角色体验和想
象说话才能让学生体会到这条小路带给了动物们开心、快乐
等等，正因为如此才能体会到这些花籽是美好的礼物。

2年级的孩子对环保的意义和具体做法存在困惑

有了之前学生对这条小路带来了开心、快乐和美的享受的基
础上，我给学生欣赏了一组图片，有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有
山涧小溪，有清澈见底的大海和四季不同的美景，无论哪种
美，都是大自然馈赠我们的礼物，美丽的大自然让学生感叹，
正在他们从课文一路到拓展环节都是美好的享受时，我接下
来给孩子们看的是被破坏的大自然：秃山、废弃污染等等，
只有能力强的学生能理解的到。

改进措施：

联系生活，提前做好类似的课后课程，利用好家庭资源。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本节课围绕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2、教学中，我运用自读、对读、男女生读、分角色读多种方
式进行朗诵练习。

1、课堂充满了语文气息，学生的思维全面打开，也让我体会
到了什么叫作语文课堂的“生成”资源。

2、我在导入问题时采用了层层揭示的方法。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我认识到主题的升华略显狭窄，在引导
学生联系生活谈感受时，主要停留在要学会与身边的人友好
相处上。



课堂的小结收尾较为匆忙，对道理的领悟不够。

1、重视朗读训练，培养语感；

2、重视文本的升华，让学生从课文中体会到做人做事的道理。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开满鲜花的小路》是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2课课文。
这篇课文是一则关于快乐、共享的美丽的故事，主要讲述了
鼹鼠先生收到长颈鹿大叔的一个包裹，当他去找松鼠太太指
认包裹中的小颗粒时，却发现包裹破了，里面的东西不见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鼹鼠先生发现通往松鼠太太家的小路上开
出一大片绚丽多彩的鲜花，才明白上一年长颈鹿大叔寄给他
的是花籽。这些花籽落在哪里，就为哪里带来一片芬芳，带
去一片欢乐。

在第二课时里面，我的教学设计主要分成四个板块：板块
一“复习字词，回顾导入”，板块二“图文阅读，感受美
好”，板块三“讲述故事，积累语言”，板块四“观察比较，
学写汉字”。在板块一里，我设计了三组字词，分别复习的
是易错生字的读音、平舌音、量词使用，同时让学生回忆第
一课时学习的内容。在板块二中，我设计了“啊”多音字的
识记。“啊”是一个熟字，我在第二课时中，仅仅讲授了一
个第四声的啊。课文后面还有“蹦啊跳啊、多美啊、真美啊、
多么美好的礼物啊”等“啊”字，应一起领着孩子们读一读，
读好“啊”的变音。

课文描写小路上的鲜花用了一组词“绚丽多彩、五颜六色、
花朵簇簇”，这些词语分别出现在文章7、9、11自然段中。
在教学的时候，可以用词串的方式集中出示，根据词语的特
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在引导孩子们理解“绚丽多彩、
五颜六色”这两个词语的时候，我采用了“看图解词法”，
借助图片，请学生说一说“门前开着一大片绚丽多彩的鲜



花”。对于“花朵簇簇”我们可以采用“抓住关键字解词
法”，这个词语中学生不能理解的就是“簇簇”，就是这儿
一丛，那儿一丛的意思。

对于二年级的学生而言，本篇文章的篇幅比较长，角色也比
较多，应该让学生充分自主地朗读。在板块三中，在将整体
文章都讲完之后，仍然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再读课文。在第
二课时学习的7—12自然段中，引导孩子发现刺猬太太和狐狸
太太说话的内容结构相似，都是前面一句是疑问句，后面一
句是感叹句。在教学这两句话的时候，应该要重点指导学生
将疑问的语气和感叹语句读出来，读得自然。也可以结合插
图，紧扣语句中出现的“惊奇”和“奇怪”这两个词语想象
刺猬太太和狐狸太太的心情，读好惊奇与赞叹。在朗读指导
中，我忽视了重点指导读好感叹句。本文的带感叹号的句子
较多，但是每一处的感情都不一样，应该要借助提示词和文
中插图的方法，帮助学生进入故事角色。

文中7、9两段用相同的句式描写了小路上的鲜花。紧接着我
引导学生用“什么地方怎么样”的句式说一说图片的内容。
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读一读，注意加点字的部分，引导学生
先观察房子旁边有什么，山坡上面有什么，指导学生仿照例
句用上表示颜色和数量的词语，将所看到的事物说具体，说
生动。也可以运用适当的形容词，将身边的事物说具体，丰
富学生的语言表达。

本课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看图讲故事。
在第一次设计教案的时候，我采用了看图讲故事，但是学生
当堂反馈的讲故事的效果，比较没有逻辑，没有顺序。第二
次调整教学设计，我则采用按课文内容填空的方式，给学生
一个引导，但是这似乎违背了教材编者意图。

整个课堂中，还应根据低年级学生特有的年龄特点和他们善
于思考、乐于探索新鲜事物的特点，以兴趣为前提，让学生
自主积极地去读书，寻找问题的答案，激发学生的兴趣，指



导朗读也要以多种形式为学生创设朗读机会，让他们感受到
读书的愉悦。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会好好研读教材，揣
摩编者意图，设计好教案，帮助学生学好知识，提升语文素
养。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开满鲜花的小路》一课是部编新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中的一篇课文，是一篇非常有趣味性的童话故事。根
据低年级学生年级特点，我设计的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为认识
“邮、递”等15个生字，会写“鲜、邮、递、员”四个字；
结合课文内容理解“邮递员”“包裹”“懊丧”等词的意思；
指导学生读好不同角色的语气；以故事中出现的角色为线索
理清故事情节，会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开满鲜花的小路》一课是部编新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中的一篇课文，是一篇非常有趣味性的童话故事。根
据低年级学生年级特点，我设计的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为认识
“邮、递”等15个生字，会写“鲜、邮、递、员”四个字；
结合课文内容理解“邮递员”“包裹”“懊丧”等词的.意思；
指导学生读好不同角色的语气；以故事中出现的角色为线索
理清故事情节，会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对以词语形式出现的字再一次有针对性的根据具体语境理解
学习，使字从文中来，依文取解，拓展延伸，再送回文中去，
识字与把握故事脉落同步进行，完全尊重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三、充分预设，迎接课堂的生成。

教师备课备的是教材、教法，同时更重要的是备学生。在查
找资料时，我发现对于“鲜”字的字理解释说法不一，但更
多的并不是像我们经常说到的“鱼羊鲜”的说话，“鲜”原
是一种鱼的名字，“鱼”字旁代表鱼类，“羊”取祥的意思，
代表吉祥、平安。后来“鲜”指的是虽死了，但是也能安全
食用的鱼。这一说话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空白的。但是这个



知识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讲更合适呢？这就需要教师对于学
生认知的预设，学生们比较习惯用形声字的方法记字，而且
目前学到的生字中形声字的比重很大，所以学生在讲字的时
候很容易把“鲜”讲成形声字，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在这时加
以纠正，并讲解字源。这一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教师在备
课时还是要有充分的预设，如果学生在讲字时不说形声字的
事，那么就可以在学生组词时引导学生概括这些词中“鲜”
的意思都和什么有关，来引出“鲜”的意思，讲它的字源。

整堂课下来，虽比较顺畅，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课时的划分还有待推敲，使两个课时的教学都能张弛
有度、游刃有余。

二）、对于朗读的指导还可以更细致些。

开满鲜花的小路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本文是一篇童话故事，学生对故事都非常感兴趣，在教学中
我用了自读、对读、男女生读和分角色读等多种方式进行朗
读练习。重点体会并读好了以下几个地方：鼹鼠先生把包裹
弄破的懊恼心情；刺猬太太、狐狸太太看到路上开满鲜花的
惊喜之情；鼹鼠、狐狸和松鼠太太说话时开心的语气。这样
一来，读中感悟、悟中激情，这样生动、活泼的朗读形式令
孩子兴致盎然。然后让孩子们圈出故事中的人物，理清课文
中的人物关系图，以问题的形式层层深入，从而把握文章的
主要内容。

这个故事是留有悬念的，当松鼠太太帮助鼹鼠先生看看包裹
里是什么礼物时，因为包裹破了，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到底是什么礼物呢？课文没有直接说出来，教学时我引导学
生抓住关键句“露在来时的路上”，它为后文出现“开满鲜
花的小路”埋下了伏笔。



花籽本来是送给鼹鼠先生一个人的，结果，开出的鲜花大家
一起欣赏，正是这种无私的，具有奉献意义的花，才会有课
文末尾这句“多么美好的礼物”。这正是文章的中心所在。
在教学中，为了挖掘这个意义，我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说一说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美好的礼物，可以和同学们讨论、
交流，从而认识到能够给他人带来快乐，能够温暖人心的礼
物就是美好的礼物。为了拓宽孩子们的视野，我还让孩子们
畅所欲言，列举事例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如：贫困山区的孩
子，在寒冷的冬天收到热心人送来的棉衣是美好的礼物；懂
事的孩子为劳累的妈妈端来一盆热热的洗脚水是美好的礼物；
我们参加植树活动，也是送给人们美好的礼物。

本节课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对孩子们朗读的指导还有待提高，
拓展延伸部分有点仓促，反思，我们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