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水教学设计及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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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上得不很理想。原因主要有两点：1.算术本身具有枯
燥乏味的特点；2.我自身的教学方法存在问题。而主要的原
因在于我的教学方法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课堂设计过于传统。本节课的初衷是在运动会的情景中，
通过解决运动会中出现的数学问题来学习估算和连乘。但是
在设计过程中，走入了传统教学的误区--以做大量练习题为
基础，灌输给学生知识。导致学生学到的仅仅是做题的方法，
没有到达锻炼学生逻辑思维并且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
问题的能力。

2.我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在上课的过程中，我总是怕学生听
不懂，想不明白，试图自己帮助学生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就
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偏离了新课改的要求，一不小心就走入
了自己最痛恨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务
必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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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阶段目标中指出：要让学生有主动识字的
愿望，喜欢识字，识字是阅读与写作的基础，是一、二年级



的教学重点。在教学《泉水》一课中我将识字教学与儿童熟
识的语言环境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
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运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
设丰富的教学情境，力求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现将教学
《泉水》一课时得失反思如下：

1、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识字的方法，并提倡方法多样化，我
把识字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通过自主识字、合作
学习等方法去尝试识字。学生们利用学过的加一加，减一减，
换一换的方法，给认识的熟字加偏旁、去部件或换偏旁。例
如：在学习“杜”字时，学生换成了“月”“口”变成
了“肚”、“吐”。

2、利用多媒体帮助学生识字。例如：学习“罐”和“鹃”这
两个字时，我出示了瓦罐的图片和杜鹃的图片，让学生借助
图片形象直观的识字。

3、识字教学过程中注重了生字“音、形、义”的结合。例如：
教学“哦”这个生字时我除了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的识字方法
外，还利用大屏幕出示课文中带有此字的句子，通过学生的
多次朗读，使他们明白这个字是语气词，在课文中表示明白
了的意思。

4、在识字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学生感兴趣的各种游戏，如：
开火车读、找朋友等为学生营造生动活泼的识字环境，优化
教学过程，巩固识字效果。

1、本节课中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朗读课文这个环节。低年
级学生一节课精力集中只有20分钟的时间。我不应该把识字、
写字集中的放在一节课中完成。这样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就会
大打折扣。这是一篇很美的课文，不管是她的内容，还是文
字，她都像一股清泉,涓涓地流淌着,沿路洒下一片片爱心。
我应该拿出10分钟时间让学生美美地朗读课文，感受课文的
语言美。



2、在识字教学时我没有注重字、词、句朗读的指导。教师应
在课堂中点点滴滴地渗透朗读方法和朗读指导，使学生扎扎
实实地掌握朗读的技巧。

3、在写字教学时我不应该对每一个生字都面面俱到的详细分
析。二年级学生已有以前写字的基础，在指导时，老师要有
选择，引导学生发现规律，运用规律，指导一个，带动一批，
以提高写字的效率。同类的选一两个重点指导，其它的按这
一规律自己写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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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是一篇很美的课文，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像一
股清泉，潺潺地流淌着，洒下一路爱心。教学本课时，我通
过创设情境，自读自悟，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欣赏，
并且根据课文进行发散思维训练，从而受到情绪的熏陶，并
且积聚了词语。

本课语言精美，情绪诚挚，洋溢着对泉水的讴歌之情，是一
篇学习语言、情绪熏陶的好材料。因此，本节课的教学做到
以读为本，让学生通过各种情势的读（自读、生生合作读、
小组合作读、品读等），去体味课文的语言美，感受泉水乐
于助人、忘我奉献的精力。这样，通过一遍一遍地读，一遍
有一遍的要求，一遍有一遍的效果。“初读了课文，你都有
什么体会？”“同窗们喜欢泉水吗？”“通过读课文，你知
道这是一股什么样的泉水？”“读后还让学生围绕“是否读
出了泉水的自满、快乐、慷慨”进行互相评价。在学生互动
交换、互相评价的过程中，教师抓住机会进行点拨，使学生
的阅读感受由表层趋向内部，感悟泉水的奉献之美。对有情
绪地朗读进行有效的领导。最后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从而
加深学生对课文的感悟能力，使学生获得了情绪的体验，达
到了审美的情趣。

教学本课的时候，根据语文教学的特色，先让学生在充分自



读课文、熟悉课文的基础上感悟理解课文内容，然后以学定
教，因势利导，采用师生合作、自主学习等方式，解决本课
的重点和难点。在教学中，初读课文后，我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

你能在下面括号里填上一个词吗？

（）的泉水。

通过这样情势，一方面可以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另一
方面可以培育学生的理解能力，进行发散思维训练。有的学
生说这是一股快乐的泉水，我接着问你是从读出来的？能读
出快乐的语气吗？有的学生说这是一股甜美的泉水……通过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方法，既使学生的语
文综合素养得到了提高，又使学生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
在学习完本课以后，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泉
水还会流到哪里，遇到了谁，会说些什么？学生的思维被调
动起来，有的说流到了花园，有的说流到了农田……丰盛了
学生的想象力，发展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这篇课文意境很美，为此，我从网上下载了这篇课文的课件。
在学习生词时，有的学生质疑“什么是瓦罐？”还有的对课
文内容进行质疑，欣赏完形象逼真的课件后，学生对课文的
有关词语、句子，所刻画的意境自然就理解了，可谓水到渠
成。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习语文要重视感悟、积聚和运用。
小学阅读教学，不仅领导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而且必须领导
和训练学生积聚语言和运用语言。

本课所刻画的画面很美，课文的语言文字也很美。本节课的
教学充分利用教材，让学生通过不同情势的朗读，积聚课文
中的精美语言，如“火红的杜鹃花”、“俏丽的身
影”、“明亮的大镜子”、“静静的山谷”等词语。



在学生的`课堂常规训练方面还显不足，学生答复问题声音不
够洪亮；另外，教师角色还转换不够，应更多地尊敬学生、
在一些细节方面也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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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以欢快的`基调写了泉水从石缝流出到汇入大海的一路见
闻，知道了泉水“多、清、甜、美”的特点表现了泉水无私
的奉献精神和奉献的幸福感。本文在写作特色上，语言流畅，
富有音乐感。文中一些优美的词语使描写的事物更具体，形
象，生动。

上完本课，本人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效果一般，但这仅仅是
从作业情况来拟定的自己的教学效果。多数学生能完成该掌
握的学习目标。字、词、句的认读与书写。能进入角色以欢
快甜美的感觉读出泉水的四次说话。不足的是对文中有些泉
水品质的理解不是很明白。如：泉水给山里的姐姐说：“打
吧、打吧，我的说很多很多”泉水无私的奉献自己却没有要
求别人给予自己什么回报，在这个地方学生的感悟不深。

本人对本课的都认真反思过，弥补过，与学生共渡难关，我
自认为教学思想并不盲目。

一、课堂中以读为本，更多地给予学生多种形式的读书实践，
引导学生读中合作探究，读中理解、读中感悟、读中想象、
读中运用。让学生在潜心品读感悟。并且随时调整，以学生
能接受为标准。教学时让每个学生读后都有感悟，而所感悟
又不尽相同，则在读中感悟词语，在品赏中积累词语，在想
象中激活思维，在理解中积淀情感。丰富了泉水乐于奉献的
美丽代表形象，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如、鼓励学生在说话写话时如何做到用词准确？课文在写泉
水中特点时，同样是写泉水的流淌，先后用了“流进”“流
过”“穿过”四个词语，不但注意了变化，而且用词准确。



1、平时说话，回答问题时，从自己积累的词语中选用一些新
词来用。多用不仅可以在使用中学习准确用词，还可以加强
记忆。

2、使用词语时要多动脑筋，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中选用
最准确。

的阅读习惯。在引导读的时候，声音要轻快些，让我们的心
跟着那清泉流淌，心中不断地泽像清泉那样无私奉献，帮助
别人的渴望。泉水的几次说话要用轻松，自豪的语气来读。
为了读中求乐，“引读、分角色读、合作读、配乐听读”是
本人在本课中引导朗读的一个特色。但是，由于时间把握不
到位。所以，在师生配乐朗读，学生配乐自读的过程就没有
展现出来。这是本节课的一大失误。

三、写字教学是二年级教学重点。老师的范写尤其重要，所
以我扬长避短，在课件中出示生字，在课件上临摹，使学生
看的很清楚，又不至于浪费太多的时间。再让学生和课件上
的生字比赛，看谁写得更好，使学生有渴望试写的感觉，其
实写好字是一种语文修养，但是要学生时刻注意写字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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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简说：

这篇课文很美，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像一股清泉，潺潺
地流淌着，洒下一路爱心。我们读这篇课文的时候，声音要
轻快些，让我们的心跟着那清泉流淌，心中不断地涌起像清
泉那样去无私奉献、帮助别人的渴望。

教学本课，要强调自读自悟。让每个学生读后都有所感悟，
而所悟又不尽相同。他们也许会感悟到泉水的乐于奉
献：“来吧，来吧！我的水很多很多，山上有一座天然水塔。
”“喝吧，喝吧！我的水很甜很甜，喝饱了，你们能结出更



大更甜的果子。”也许会感悟到泉水的乐于助人：“照吧，
照吧！我的水很清很清，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唱吧，
唱吧！我的琴声很美很美，正好为你清脆的歌声伴奏。”也
许会感悟到泉水的团结协作、乐观奋进、勇往直前：“欢快
的泉水弹着琴跑下山去。”“他们互相问候：你好！你
好！”“他们互相约定：大海里见！大海里见！”

本课的插图很美，课文描绘的画面也很美，读起来富有音乐
感。在朗读时可让学生充分自读，感受阅读的乐趣，边读边
欣赏插图，边读边思考。比如，可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理
解“天然水塔”，然后指导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再
把自己喜欢的部分背诵下来。“火红的杜鹃”“美丽的身
影”“明亮的大镜子”“静静的山谷”“清脆的歌声”……
在学生积累这些词语时，可引导学生感悟：加上修饰部分可
使描写的事物更具体、形象、生动。

在课的结束阶段，为学生播放一段《九寨沟》的视频资料，
让学生在身心愉悦的氛围中受到多种教育的熏陶（奉献的、
环保的……），有效地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