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被子教学反思 雪被子教学反思的(实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晒被子教学反思篇一

作者：刘颖

一、创设情境导入

（媒体演示）望着这雪花纷飞的冬天，你想说什么？今天我
们来学习一篇课文。

出示课题，板书：雪被子（个别读dd齐读）

过渡：这条雪被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去感受一下。把书翻到。。。

二、初读课文

1、遇到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通顺。

2、想想，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雪被子？

检查（.课件）：麦地 盖上 淘气 口哨 做梦 裙子 蓝天 跳
舞 麦穗 丰收

雪白的被子 觉得暖烘烘的 淘气的北风 快乐的梦 金色的麦
穗



晒被子教学反思篇二

一、创设情境导入

(媒体演示)望着这雪花纷飞的冬天，你想说什么?今天我们来
学习一篇课文。

出示课题，板书：雪被子(个别读――齐读)

过渡：这条雪被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去感受一下。把书翻到。。。

二、初读课文

1、遇到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通顺。

2、想想，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雪被子?

检查(课件)：麦地 盖上 淘气 口哨 做梦 裙子 蓝天 跳舞
麦穗 丰收

雪白的被子 觉得暖烘烘的 淘气的北风 快乐的梦 金色的麦
穗

这是一条的雪被子

三、想象过渡,学习第一、二段

1、(音乐响起，雪花飘)“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轻轻地飘
着，软软的，白白的”看课件。

2、多美的雪景，打开书，轻轻地读读第一段，自己最喜欢的
句子多读几遍。

3、教学句子(随机)：你最喜欢哪一句?



出示句子：小雪花满天飞，轻轻落在麦地里。

(1)自己先读一读，想一想：你觉得这句话该怎么读?谁来读?
指读，评议;

(3)齐读。

出示句子：小雪花给麦苗盖上雪白的被子，麦苗觉得暖烘烘
的。

(1)自己好好地读读这句话，想想，你知道了什么?

(2)点击：暖烘烘你在什么时候感到暖烘烘的?像这样的词语
你能来说出几个吗?(绿油油、红通通，亮晶晶)

(3)读好“暖烘烘的”

(4)小麦苗在雪地里会怎么想呢?

(暖和)师：那你能把暖和的感受读出来吗?

(感激)师：是啊，那你能把体会的到的感激读出来吗?

(5)下面，谁能把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指名----齐读)

4、出示句子：淘气的北风吹着口哨来了，想吹跑雪被子，可
是怎么也吹不动。

(1)淘气的北风会怎么吹?试试看!

(2)说说：北风会怎么吹?

(3)北风那么使劲地吹，可是——(没有吹动，再读一次!)

5、小麦苗睡在雪被子下面，暖烘烘的，多舒服啊!拿起书，



我们一起读第1——2段。

四.课堂小结：

雪被子保护了小麦苗们，小朋友们看啊!雪被子下面，小麦苗
正在做着快乐的梦。他们会梦见什么呢?下节课我们再来学习。

晒被子教学反思篇三

在执教《雪被子》阅读教学中，当我提出“读了这篇课文，
你了解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后，有的学生
说：“我知道了，雪被子能为小麦苗保暖，也能为小麦苗挡
风。”这是学生从书中了解的内容：有的学生说：“读了课
文，我仿佛看到了小麦苗正在跳集体舞，也仿佛看到了小麦
苗正在唱丰收歌。”这是学生在谈自己的感受。学生不同层
面的回答让我深深意识到，因为课堂上给了学生充分展示自
己才华的舞台，所以，学生有话可说，创造性也因而得以发
挥。

《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提出：“学生才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而教师的主体作用，正在于调动学生的主体精神，
如何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对于这篇课
文，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情境

创设学习语文的境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首要方法。不论阅读
或作文，教师首先要创设一个富于激发儿童情绪、情感和思
想的情境，将儿童引到情思的情境之中，当儿童的情思被激
发起来，使之产生愿意读书、急于表达的愿望时，读书、作
文才能达到好效果。我们要善于引导、激发儿童的想像、思
维和情感。这样，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儿童的思维活跃、情
绪丰富。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先是以情
导入 ，激发情感；再师生载情读文，文中悟情，以达到师生



情感与文本作者情感的共鸣。在教学《雪被子》第一段时，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雪花吗?它会落到什么地方呢?学生
众说纷纭。师：落到麦地里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让我们一起
看看。接着出示图，让学生说说体会。身处这样的意境，学
生怎么会不联想翩翩，奇特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激活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

学科间的融合激发学生想象力。

音乐和美术具有独特的魅力，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这
与“语文学科应以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力为重点”的教学理
念不谋而合。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们可将音乐和美术引入到
课堂中来，根据不同的课文，选取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进
入不同的想象，既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又激发了学生的情感，
还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在教学第三小节时，进入课文的重
点段，学生的学习氛围也已进入高潮。此时，让学生来唱一唱
《小雪花》，雪花，雪花，满天飞，你有几个小花瓣?我用手
心捧住你，让我快来数数看……让歌声来表达学生当时对雪
被子喜欢的心情。课文结束时，你想把它美美的画下来吗?正
进入意境的学生怎么会不想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情境和独特
感受呢?通过画画图，欣赏一下音乐，不仅发展了学生的语言，
还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熏陶，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
能让学生在美好的意境中学习。

努力营造自主空间和创新氛围，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的内在潜能、个性发展，形成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走进新课程的教育中，我
们要努力转变教师角色，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谦虚的领
路人，把个性还给学生，把自主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

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活力，把它变成学
生乐于学习的场所，让学生回到追“梦”的故园，使他们在



课堂上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晒被子教学反思篇四

在执教《雪被子》阅读教学中，当我提出“读了这篇课文，
你了解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后，有的学生
说：“我知道了，雪被子能为小麦苗保暖，也能为小麦苗挡
风。”这是学生从书中了解的内容：有的学生说：“读了课
文，我仿佛看到了小麦苗正在跳集体舞，也仿佛看到了小麦
苗正在唱丰收歌。”这是学生在谈自己的感受。学生不同层
面的回答让我深深意识到，因为课堂上给了学生充分展示自
己才华的舞台，所以，学生有话可说，创造性也因而得以发
挥。

《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提出：“学生才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而教师的主体作用，正在于调动学生的主体精神，
如何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对于这篇课
文，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情境

创设学习语文的境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首要方法。不论阅读
或作文，教师首先要创设一个富于激发儿童情绪、情感和思
想的情境，将儿童引到情思的情境之中，当儿童的情思被激
发起来，使之产生愿意读书、急于表达的愿望时，读书、作
文才能达到好效果。我们要善于引导、激发儿童的想像、思
维和情感。这样，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儿童的思维活跃、情
绪丰富。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先是以情
导入，激发情感；再师生载情读文，文中悟情，以达到师生
情感与文本作者情感的共鸣。在教学《雪被子》第一段时，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雪花吗?它会落到什么地方呢?学生
众说纷纭。师：落到麦地里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让我们一起
看看。接着出示图，让学生说说体会。身处这样的意境，学
生怎么会不联想翩翩，奇特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激活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

学科间的融合激发学生想象力。

音乐和美术具有独特的魅力，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这
与“语文学科应以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力为重点”的教学理
念不谋而合。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们可将音乐和美术引入到
课堂中来，根据不同的课文，选取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进
入不同的想象，既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又激发了学生的情感，
还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在教学第三小节时，进入课文的重
点段，学生的学习氛围也已进入高潮。此时，让学生来唱一唱
《小雪花》，雪花，雪花，满天飞，你有几个小花瓣?我用手
心捧住你，让我快来数数看……让歌声来表达学生当时对雪
被子喜欢的心情。课文结束时，你想把它美美的画下来吗?正
进入意境的学生怎么会不想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情境和独特
感受呢?通过画画图，欣赏一下音乐，不仅发展了学生的语言，
还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熏陶，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
能让学生在美好的意境中学习。

努力营造自主空间和创新氛围，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的内在潜能、个性发展，形成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走进新课程的教育中，我
们要努力转变教师角色，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谦虚的领
路人，把个性还给学生，把自主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

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活力，把它变成学
生乐于学习的场所，让学生回到追“梦”的故园，使他们在
课堂上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雪被子》教学反思由本站会员分享，版权归作者所有,请注
明出处!



晒被子教学反思篇五

1、（音乐响起，雪花飘）“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轻轻地
飘着，软软的，白白的”看.课件。

2、多美的雪景，打开书，轻轻地读读第一段，自己最喜欢的
句子多读几遍。

3、教学句子（随机）：你最喜欢哪一句？

出示句子：小雪花满天飞，轻轻落在麦地里。

（1）自己先读一读，想一想：你觉得这句话该怎么读？谁来
读？指读，评议；

（3）齐读。

出示句子：小雪花给麦苗盖上雪白的被子，麦苗觉得暖烘烘
的。

（1）自己好好地读读这句话，想想，你知道了什么？

（2）点击：暖烘烘你在什么时候感到暖烘烘的？像这样的词
语你能来说出几个吗？（绿油油、红通通，亮晶晶）

（3）读好“暖烘烘的”

（4）小麦苗在雪地里会怎么想呢？

（暖和）师：那你能把暖和的.感受读出来吗？

（感激）师：是啊，那你能把体会的到的感激读出来吗？

（5）下面，谁能把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指名----齐读）



4、出示句子：淘气的北风吹着口哨来了，想吹跑雪被子，可
是怎么也吹不动。

（1）淘气的北风会怎么吹？试试看！

（2）说说：北风会怎么吹？

（3）北风那么使劲地吹，可是――（没有吹动，再读一次！）

5、小麦苗睡在雪被子下面，暖烘烘的，多舒服啊！拿起书，
我们一起读第1――2段。

四．课堂小结：

雪被子保护了小麦苗们，小朋友们看啊！雪被子下面，小麦
苗正在做着快乐的梦。他们会梦见什么呢？下节课我们再来
学习。

《雪被子》教学设计

《雪被子》教学设计由本站会员分享，版权归作者所有,请注
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