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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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篇一

童话是儿童最为喜好的精神粮食，以“童话屋”的营造为题
材内容，开展适合其发展条件需求的纸工学习活动，是本课
确定的学习任务。

本节课，我首先通过师生情感沟通，创设故事情境。学生说
说自己所知道的童话故事有哪些？喜欢哪些童话故事？部分
学生提到白雪公主的故事，请学生概况故事内容。设疑，让
学生帮白雪公主设计一座最美的童话屋。这样，提高了学生
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问学生，你们会帮白
雪公主设计一座什么样的房子？谁会是最优秀的设计师呢？
学生大胆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发散思维，为下一步做铺垫。
其次，了解房子的形状、结构。房子分为哪两个部分？出示
不同房子的图片，让学生欣赏，了解房身及房顶的形状。在
活动中，充分体现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参与
意识，让学生了解房子的结构、形状，开拓视野，更重要的
是，引导学生说出房子中的门、窗。在设计房子时，需注意
的地方。然后，了解制作方法。出示几张用小长方形拼贴的
房子。设疑，让学生观察、说一说这些图片（房子）与平时
画的房子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导出作业要求，用贴画的方法
来帮白雪公主设计房子。让学生回忆，总结制作的步骤：
画—设计房子；涂—用胶棒涂药贴纸的部分；帖—把小纸贴
在底纸上，用手压一压，注意用颜色分不同的部分，排列、
色彩的`搭配是重点；添—完善画面，变得更加漂亮。最后，
学生作业，出示作业要求。运用贴纸的方法，小组合作拼贴，



设计最美的童话屋。

本节课，我利用2课时进行教学。整个课堂高潮迭起，学生兴
趣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个学生都真正动起来了。作业效果不
错，房子设计得很独特。但仍有部分学生速度过于慢，帖的
纸片大小不一，作业没按时完成。色彩搭配不协调，门、窗
友个别同学是直接画上去的，并没进行小长方形拼贴，在一
些细微处做得不到位。在学生作业时，我采用及时评、时时
评，让学生发现优点及需改正的地方。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及
闪光点进行评价，时时处处予以鼓励，让所以的孩子以高涨
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活动中。在今后的教学中，应
注意语言要更加精炼，提出的问题学生能及时回答、理解，
作业要求可以更明确，同时，在讲解重点时，语速要稍慢。
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反复钻研教材，做到从学生出发，
让学生掌握、学到更多知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动手能力。

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教了二年级下语文第4课——沙滩上的童话，在检查自
学中发现学生读懂文章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表现在大部
分学生都能说清楚沙滩上讲了一个什么童话故事？在上学期
的教学中，发现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较为薄弱，不是说得太简
短，就是表达偏离中心，或是过于冗长，似乎在复述课文。
然而，今天的检查结果令我感到欣喜，甚至是惊喜！分析其
中的缘由，可能是孩子太喜欢蓝色的大海，太喜欢金色的.沙
滩，太喜欢儿童文学家金波笔下的沙滩上的童话。一篇篇幅
不算短的课文，由于孩子的浓厚兴趣，教师的悉心引导，化
繁为简，学生不仅读懂了课文内容，而且在学习体验中，感
受到沙滩活动的快乐。

在本课尾声，我出示了这样的练习：

在（）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地道（）童话

（）公主（）火药

（）城堡（）围墙

由于第一个孩子回答的第一个填空题是“（挖）地道”，因
此，后面的学生在（）内都填的是动词。此时我想，既然是
填上合适的词语，我就应打开学生的思路，让学生再动动脑
筋填写其它合适的词语，例如“形容词”，题目要求一改变，
此时出现的答案便是：（窄窄的）地道（有趣的）童话（美
丽的）公主……根据教师的不同要求，一道练习题为学生的
语言训练创设了充分的良好的训练契机，在这过程中，低年
级学生的审题能力也得以训练，学生进一步明确了要看清题
目要求再进行答题，类似“填写合适的词”的题目，看清是
填写动词，还是形容词，或者只要通顺皆可。

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篇三

教完《沙滩上的童话》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课堂气氛好极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浓厚。细读这篇课文，其实你不难发现，
文章的语言很符合孩子的特点，就连孩子们跳跃和零散的思
维也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贴近孩子，所以孩
子就喜爱。

读和说是阅读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读和说可以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深地理解课文，提升学生的语文能
力。孩子们喜欢在沙滩上堆城堡，能堆出一个奇异的世界；
孩子们喜欢童话，因为那里也有一个奇异的世界。通过各种
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和课文中的孩子产生共鸣，渴望像他们
那样游戏。此时教师创设情景，让他们的渴望变成现实，也
来做编童话的游戏。

因为文中描写了几个孩子一起游戏，为了便于学习，我采用



了小组学习的.方法。从最初的小组检查读文，到分角色朗读
课文，再到组内分角色说话练习都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的。这
样的形式有助于提高效率，有助于融入角色，也有助于理解
句意。不过，我在教学中这样的学习形式还没有用足。其实
孩子自编童话这个环节，在组内开展应该更佳。小组内孩子
们齐心协力共同编织一个童话，在编童话的过程中，大家也
是你一句，我一句，正好和文章中孩子们编童话的情景相同。
因此在编完童话之后，学生就能对文章所描写的更有认同感。
未能将小组学习有始有终，感到有些遗憾。

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篇四

1、会认5个生字，会写8个字，自主积累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习课文，通过重点词句读懂课文，体会文中蕴涵的情趣。

1、会认5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重点词句读懂课文，体会文中蕴涵的情趣。

生字卡片、词语卡片、课文朗读录音

2课时。

同学们喜欢童话吗？你们读过哪些童话？今天我们要去感受
另外一种童话。板书课题：沙滩上的童话。读了课题，你有
什么疑问？（沙滩上怎么会有童话？童话怎么会在沙滩上
呢？）

1、学生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自读课文：读课文，划出生字。借



助拼音，读准确。

2、同桌合作，互相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

3、全班交流。注意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和识字经验，采用生
动有趣的记字方法。

挖：注意右下部分没有撇，被挖掉了。

狠：大灰狼的尖牙没有了，看它还怎么凶狠起来。

补、装、赛、救、忘是形声字。

读准“装”，三拼音；“赛”声母是平舌。

4、指导书写。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

2、同桌合作，一人读，一人听。要求读流利，不读破

3、同桌发现并推举读得好的同学当众朗读，并夸夸好在哪里。
一人读一人夸。

4、这篇课文一共有几节？你最喜欢读哪一节，多读几遍，想
想读懂了什么。

1、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用本课的生字做词语卡片。

3、查字典，了解“编织”“魔窟”等字词的意思。

1、检查学生自制的词语卡片，认读积累词语。



2、开火车认读生字、词语。

1、听录音朗读，想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我们在
沙滩上筑城堡；我们编了一个童话故事……）

2、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说说“快乐天地”在哪儿？我们为
什么称它为“快乐天地”？（“这里”指沙滩，我们经常去
那里做有趣的活动，所以是我们的快乐的地方。）你们喜欢
这个地方吗？读出你的喜欢。

3、我们玩了一个什么“有趣的活动”？（沙滩上垒城堡）是
怎样做的？我们编织了一个什么童话？（学生自由朗读第二
自然段后用自己的话说。理解“编织”。）师引读。

师：我们在沙滩上——

师：城堡周围——

师：不知谁说了一句——

师：接着又有人补充——

师：第三个小伙伴说——

4、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评议。用自己体会的感情比赛朗读。（抓
住“趴”、“四面八方”、“挖呀、挖呀”、“欢
呼”；“终于”、“一……就”等词语来朗读体会小朋友心
地纯善。“我们欢呼着胜利，欢呼着炸死了魔王，欢呼着救
出了公主。”排比句写出了孩子们战胜邪恶、赢得胜利的无
比兴奋的心情。指导读好。）

（2）孩子们的故事是真的吗？妈妈为什么会被我们当作是公
主？听老师老师朗读4、5自然段，学生思考。（我们太高兴



了，我们被当时的情景感染了。）妈妈怎么会出现在身后？
（结合第一自然段的“偷偷”来理解：“偷偷”说明我们怕
大人知道批评我们贪玩，制止我们去玩。于是只好不告诉大
人，私自去玩，还自以为大人不知道。可事实上，妈妈或许
见我们玩得很高兴有意思，并没有责怪我们。只是见我们没
按时回家有点担心我们，便找来了。引导学生充分说，来体
会父母对孩子的爱。）

（3）“妈妈开心的笑了”说明什么？他*的话又说明什么？
（妈妈已认可了我们的活动也很有趣；妈妈是一个充满爱心、
有宽容心的妈妈。）“我们这群孩子都坚持说”都说些什么
呢？仿照2、3自然段人物的语言发挥想象说说。（一个小伙
伴说：“阿姨，您是我们救出来的公主”。“您好漂亮，阿
姨像公主一样漂亮！”另一个小伙伴说。……体会大人和孩
子之间的和谐关系）

（4）练习分角色朗读。指名朗读。

回到课题，我们本课的童话指什么？（小朋友玩耍时想象的
一个故事；小朋友做的`有趣味的游戏；孩子们的生活也可以
如童话一样有趣、美好。）有人说，童年像一首动听的歌，
童年像一首朗朗上口的诗，童年像一幅五彩缤纷的油彩
画……你们的童年有什么有趣儿的事呢？（学生自由说。）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以童年趣事为题写一篇习作。

9沙滩上的童话

快乐天地垒筑城堡

童贞童趣编织童话



《沙滩上的童话》是第一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内容贴
近学生的生活，富有童趣。这节课，我感觉上得比较轻松，
课堂气氛也很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浓厚。这篇课文的
语言很符合孩子的特点，就连孩子们跳跃和零散的思维也在
这篇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学习本课后，我觉得这节课有
以下几点成功之处：

1、读、说结合，让学生与文本产生共鸣。读和说是阅读教学
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读和说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更深地理解课文，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因此，在本节
课中我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和课文中的孩子产生共
鸣，孩子们喜欢在沙滩上堆城堡，他们能堆出一个个奇异的
世界；孩子们喜欢童话，因为那里有一个个奇异的世界，孩
子们渴望像文中的孩子那样游戏。因此，我鼓励学生
说：“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救出公主呢？”为学生创设
情景，也来做编童话的游戏。

2、发挥小组学习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参与率。因为文中描写
了几个孩子一起游戏，为了便于学习，我采用了小组学习的
方法，营造了与文中的相似情境。而这样的情境更贴近学生
的生活。从最初的小组检查读文，到分角色朗读课文，再到
组内分角色说话练习都以小组为单位展开的。这样的形式不
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而且还让全班同学主动参与到学
习过程中，学生很快融入了角色，理解了句意。

3、利用课堂的有限空间，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为了提高学生
的想象力，我结合课后的写话练习，设计了这样的问题：除
了文中的办法外，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救出公主呢？学
生的想像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有的同学说“借助哈力波特的
魔杖消灭魔王救出公主”，有的同学说用药物让魔王昏迷救
出公主，还有的同学说让公主变小，藏在口袋里带出城
堡……同学们的想法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真是神奇极了！
在童话世界里，我们可以让自己插上翅膀，让自己变得无所
不能，甚至可以有些为所欲为。



自编童话教学反思篇五

根据农村低年级学生的特点，我充分利用多媒体，通过歌曲、
图片、游戏来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协助他们理解
课文、体会文章的乐趣，引导他们感受童话的魅力进而爱上
童话、爱上阅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前通过展示美丽的“沙滩”图片，让孩子眼前一亮。身
处山区的农村孩子大多都没有出过远门，他们没有见过沙滩，
在大多数孩子心中，所谓的沙滩就是电视上或者书上所形容
的沙漠，所以对沙滩的理解很狭隘，当我向他们展示几幅美
丽的海边沙滩图片时，他们都很惊叹，好美啊！一下子对本
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帮助他们开阔了眼界，见到了
书本之外的世界。

2、播放音乐让学生跟着音乐做小游戏，调动课堂气氛。

3、给学生播放童话故事图片：白雪公主、青蛙王子、小红帽
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农村的孩子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读物，
而且也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通过图片，让学生感悟童
话故事的魅力，从而对阅读产生兴趣。

4、在阅读教学中，以多种形式为学生创设朗读的机会，让他
们享受成功的喜悦。同时，借助于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来
读，阅读就变得有目标，课文也就容易理解了。

5、童话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很感兴趣的。孩子们喜欢
在沙滩上垒城堡，孩子们也喜欢童话，因为那里是一个奇异
而又快乐的天地。因此，通过回忆课文，引导学生用连贯的
语言描述故事，借此来训练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