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彩虹一下教学反思 彩虹教学反
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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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彩虹一下教学反思篇一

1、在生字教学环节，着重强调了易错点，提醒学生书写时注
意观察，做到“一看二写三对照”。

2、学生的参与度与之前相比有所提高，通过语音、拍照、打
字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1、范读没有实施。在教学设计中有针对问句的朗读指导，但
是在课堂上没能实施。

2、没有让学生对长句子进行朗读练习，对于学习目标中“读
懂、读好长句子”没能保证学生是否达到这一目标。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分清次重点，重点内容多讲一些，次要
的内容略讲，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因为时间不足重要的内容没
有进行讲解。这节课在授课的过程中自己没有把握好主次，
每一部分都讲的很多，导致重要的环节（如指导朗读）没有
如期进行。因此，我要学会分清主次，按照课程标准上低年
级段学生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和开展教学工作，以
保证学生达到相应的学习目标。

彩虹一下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彩虹的秘密》这课时，我让学生猜谜语看图片：你



知道彩虹是怎样形成的，有几种颜色？听到彩虹的形成，同
学们兴趣盎然，求知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首先，我让同学们做阳光通过三棱镜，会分散成红、橙、黄、
绿、蓝、靛、紫七种色光的实验，一是使学生知道阳光是由
七种色光混合成的。二是使学生认识三棱镜，知道三棱镜能
使混合光分散。随后，利用一盆水和一面平面镜在墙上投射
出彩虹。接着，揭示本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看见
到过彩虹？有的说在雨后看到的，有的说在洒水车洒水时看
到的，有的说在河边玩水时看到的，有的说在瀑布前看到的。
你发现这些地方能看到彩虹有什么共同特点？学生积极思考，
有的回答的有阳光，有的回答的有水，我问；大海里有很多
水，大海里有彩虹吗？马上就有学生回答：需要小水珠。学
生很快就领悟到：彩虹的形成需要阳光和小水珠。这节课，
学生分组实验配合的非常好，而且课堂气氛活跃，觉得学生
很轻松地就掌握了所学知识。

彩虹一下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主要要求学生们通过观看“彩虹”图片，回顾日常生活
照看到的彩虹，再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为什
么生活中会出现彩虹呢？这是这么一回事？再通过和学生一
起探讨，找到办法“再现生活中的彩虹”，再让学生思考生
活中还有哪些地方有“彩虹的足迹”最后通过一个探究活
动“阳光是彩色的吗？”结束本课内容，让学生在不断地探
索中感受科学的乐趣。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先让学生通过观察关于彩虹的图片，引
发学生思考“为什么生活中有这么漂亮的彩虹呢？它是怎样
形成的？你能再现”彩虹“吗？通过小小的实验让学生们体
验到了重现生活中彩虹的乐趣。再让同学们联系实际说说生
活中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彩虹”的身影呢？学生们
对此当然乐此不疲，那么在这一基础上我将利用契机，让学
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家里做“阳光是彩色的吗？”（课本中）



的小小实验，让学生们把对科学的兴趣带回家，这样对于调
动他们继续探究科学、探究大自然的求知欲望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总体上本节课基本能达到教学效果，但可能由于有的
同学未能很好地融入到集体中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在以后
的教学中会鼓励这些个别同学加入到小组的实验中去，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彩虹一下教学反思篇四

《美丽的彩虹》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北师大教科书一
年级下册》第10单元----雨中的第2篇主体课文。它是一篇充
满儿童情趣，图文兼美的的小儿歌，写雨后彩虹挂在天空，
通过丁丁和冬冬的诉说以及弟弟和妹妹的问话写了彩虹的美
丽，大自然的美丽。

今天要上《美丽的彩虹》，虽然备了课，又有二次备课。但
怎样上好这堂课，我心里还是没有底。走进教室，我发现由
于是第四节课的缘故，孩子们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所以
我先给孩子们出示了一则谜语：它是一座神奇的桥，它是一
条美丽的项链，它是一个巨大的滑梯，它是一件缤纷的七彩
衣。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孩子们由于事先预习了课文，所以
异口同声地喊出了：彩虹。该板书标题了，讲台上放着一盒
彩色粉笔，我灵机一动，用红黄蓝三根粉笔并排在黑板上写
下了标题，这时，非常美的“彩虹”两个字出现在了黑板上。
“哇，好美啊”，学生们的兴趣一下就来了，我趁热打铁，
再加上两种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道彩虹，这下真正的
彩虹出现在了黑板上，学生被彻底打动了，他们兴趣盎然地
开始了这堂课的学习之旅。这堂课的学习效率非常高，孩子
们学得起劲，读得认真有感情，识字又快又牢。值得一提的
是，课文内容结束后的拓展练习仿写，通过我的引导孩子们
抓住了彩虹的颜色和形状，进行了丰富的联想。孩子们说出
了意大利面、拉面、七彩围巾、五颜六色的跳绳、神奇的腰
带、弯曲的`尺子等，有了丰富的联想为后面的仿写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这堂课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教学中需要灵感，但灵感的来源
不是偶然的，需要对教材有一定深度的挖掘。备课不仅要备
教材，更要备学生，只有抓住了学生的兴趣点，切中要害，
才能一针见血，有的放矢，上好课、教好书。

彩虹一下教学反思篇五

《彩虹色的花》是一本风格极其独特的作品。厚重的纹理，
大块的色彩，都给这本书带来一种原始粗犷的美，但它叙述
的却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故事。彩虹色的花，用六片花瓣
给朋友们提供了帮助，使朋友们获得了快乐，而自己也感受
了帮助别人的快乐。我将故事内容制作成ppt，配上优美的音
乐，为孩子们创造了宽松的阅读环境，利用“猜”故
事，“说”故事，“编”故事等多种形式引起孩子的阅读动
力。对于刚升入中班的孩子来说，让他们感受阅读的氛围，
体验故事的情境，理解故事的情节，便达到了一次教学活动
的目的。

成功之处：

1、我注重挖掘故事情节，结合故事的发展脉络，联系实际生
活，适时引导幼儿思考，发散了思维。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创
作背景，创作的深层次意思。教师要事先挖掘这个故事的内
涵，课堂深入浅出，用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语言，表达出
来。借故事，让孩子学道理。本次活动内容从载体到形式，
从意象到内涵等，都以贴近幼儿生活为切入点。幼儿始终以
愉快的、主动的情绪完整的欣赏了故事内容，并将自己融入
情节中，迁移自己的情感体验，懂得帮助朋友和得到帮助都
很快乐。

2、在活动中我采取了ppt、情景表演、视听结合以及完整欣赏
绘本等多样的形式来开展活动，在本次活动中，我让幼儿在
流畅、轻松的音乐声中自由地理解和猜想。孩子是以形象思
维为主，借助绘本的画面让孩子从视觉上，听觉上都能受到



刺激，为幼儿的创编提供有利的帮助，绘本中的蚂蚁、老鼠
等亲切可爱的形象、相似的故事框架以及稚趣的对话、生动
形象地诠释了童话故事内容。通过联系自我，充分的激起孩
子乐于帮助朋友的情感，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故事内容升华
情感。

3、本次活动，我为幼儿提供了学说句式的环境，如：“xxx
把……当作了……”，让幼儿进入故事情节，扮演小动物的
角色，主动、积极的学习句型，并及时给予点拨、帮助，给
予鼓励和肯定，激发幼儿对话的热情，培养孩子大胆讲述能
力。在故事的结尾，出示了让幼儿意外的结局，引发幼儿思
考，“又会有谁从彩虹色的花的面前走过？它又会帮助谁
呢？”，引导幼儿根据之前的故事情节，创编故事，让幼儿
的想象力、表达能力再次得到提升。

4、关注幼儿情感体验，我试着将自己、孩子都带入故事，让
孩子就把自己当成故事的主人公，身临其境的想象如果是我，
这种情况我该怎样做？激发思维的火花。活动中，幼儿模仿
小动物的对话，把自己当成故事的主角；制作彩虹色的花，
带着花去帮助朋友，获得体验；尽量激发所有的孩子都参与
进来，使课堂变成一个活的，生动地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