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 穷人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优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一

这节课是26日上午我借海口景山海甸分校六（7）班上的。这
堂课下来，我感觉设计上比第一回考虑得更细腻些，增加了
故事导入和学法的指导。学生与教师情感比较同步，课堂的
推进也不太困难，自我感觉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我觉得黄老师提得很对，唯一担心的就是时间。不过，为了
这完整性，我愿意尝试。

回去后我总结：

优点：

1、有了开头的故事穿针引线，这堂课感觉推进起来容易多了，
学生也容易进入状态。

2、增加了写法指导，使得工具性与人文性得到统一。

不足：

1、学生表现机会相对偏少，而教师占用时间相对偏多。

2、结束前的确应该回到课题，再次深化主题，并熏陶情感。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二

在揭示课题后，直接出示上节课学过的词语进行认读，再用上
“淹没、冲倒、无家可归”3个词引导学生概述洪水会带来哪
些灾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检查第一课时的学习内容，做
到温故而知新。，所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引导
学生识记，本设计先分板块识记生字词语，帮助学生构筑画
面，为朗读课文点进基础，随后再随文识记，了解重点字词
在语境中的意思，体现了在语境中识记，多次复现的识字原
则。本课要写的八个字，包含上下、左右、独体、半包围四
种结构，左右结构的字居多。1、左右结构的字的教学，先整
体观察，一看宽窄。如“洪、认、难、被”这几个字左窄右
宽。纵观整堂课，第一,我的教学评价语还是有待提高的，课
堂上对学生的.评价比较欠缺，不到位，没有激起学生学习的
气氛，比如当学生在“我想对大禹说”这一环节中，有个小
男生说到“大禹，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把洪水制服，我们可
能都变成鱼虾了。”我听出来了，他是把我刚出示的孔子的
话用上去了，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去表扬到位，我想这一点是
应该要好好去学习的。最后，就是课件当中有个地方，我
把“察看”错打成了“查看”，另外，在教学中，我一开始
就把禹说成大禹，这跟后面的问题“为什么文中用‘禹’，
而结尾用‘大禹’就不相符了。总的来说，以后还要钻研教
材，认真上好每节课。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三

《麻雀》是一百多年前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写的一篇文学
作品的片段，记叙了一只老麻雀在猎狗面前奋不顾身地保护
小麻雀的故事。

这是一篇老课文，本课教学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课文内容，重
点理解为拯救小麻雀，老麻雀的所作所为，感受老麻雀的爱
子之情，以及“我”唤回老麻雀的原因，能有感情朗读课文，
感受老麻雀的爱子之情，本节课的教学，有成功的地方，也



有不足的地方，下面简单小结一下:

根据本学期训练重点和本班学生特点，我在这节课上继续从
引导学生抓住主要句子，结合重点词语谈体会来理解课文入
手，逐步培养学生抓重点词体会感悟句意的能力。

比如:教学伊始，我先让学生自读课文第三自然段，然后让学
生说一说：你觉得小麻雀是一只怎样的麻雀从哪儿看出来的？
让学生从书上找出相应的词语谈体会。通过读书，有学生认
识到:小麻雀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是一只从树上摔下
来的小麻雀;是一只无可奈何的小麻雀……这些内容都能从书
本上找到相应的词语，而后我在进行归纳整理，进行总结。
以此来训练学生抓关键理解词句的能力。

在此之后，我又引导学生结合书上句子，理解猎狗的形象，
老麻雀保护小麻雀的做法。虽然，学生用找重点词句谈自己
的理解体会还很生疏，但是，从这节课我能感受到学生进步
的迹象，我相信，在进行一点时间的训练，学生这方面的能
力会逐步提高上来的。

本课老麻雀全力保护小麻雀的爱子之情是令人震撼的。动物
界能有如此令人敬佩的情感，我们人类则更应该拥有。为了
让还不太懂得关爱别人的学生受到爱的触动，能体会感受到
别人对自己的爱，也能学会去关爱别人，我在教学的最
后，(在学生知道体会到老麻雀对小麻雀的爱之后)，引导学
生找自己身边家人对自己的关爱，从而触动他们，让他们从
文本中受到熏陶，思想得到升华，，感受爱的伟大，从而教
育他们要学会用爱去关爱别人。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放手不够，学生的主体地位没
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课堂气氛显得沉闷。在让学生体会老麻
雀拯救小麻雀的做法这一教学环节时，由于学生自学体会时
间不充裕，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所以学生在谈理解时，不够
深入，气氛没有烘托起来，教师又过于急功近利，将学生应



该自己体会的内容强硬的说出来，使得学生的主体地位被老
师剥夺了，掩盖了学生的想法，代替了学生的思维，使课堂
氛围很沉闷。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还应注意大胆放手，体
现教师主体作用，还学生主体地位。

总之，以上是自己对这一课教学的简单小结，还有许多问题
存在，今后会不断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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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四

对于同一篇课文，对同一个人物，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
会有不同的感受。如在朗读课文第八自然段时尊重学生的独
特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有的
学生读出了难过，因为雪孩子舍己救人，小白兔失去了雪孩
子;也有的学生读得高兴，理由是小白兔得救了，而且雪孩子
变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是一件好事。学生不同的见解代
表了个性化的审美价值，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本课教学的.不足有下面几点:



1、整段整篇的朗读少，最后缺少全文的朗读展示环节。

2、老师的语言还需要推敲锤炼，如在读完第五自然段后，让
学生说读后感受到危险了没有，有的学生就对老师提出的问
题不是很明白，问题缺少实效性。

3、学生个性化的朗读缺少评价，导致后面学生的朗读缺少提
升。

4、课文中有些词句挖掘不够，如"自己却化了"，"他飞到了
空中"中的"化"和"飞"是两种不同的自然现象，点明了由"雪"
到"水"又到"汽"的变化，但课堂上没有进行引导。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五

通过毛虫的羽化，告诉每个孩子不要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
到自卑、失望，要乐观、充满信心。惟有这样才能感受生活
的快乐和美好，才能真正有所为。

根据教材要求，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教学重心应完成从识字向
阅读的过渡。本单元阅读的主要目标是读短文理解词句，重
在引导学生理解有关词句在文中的意思。在教学本课时，学
习的重点放在引导学生认真读课文上，学习边读、边思，通
过与文本的对话、与老师、伙伴间的交流从而理解一些关键
词、句，增强对文章的感悟。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
关键词句来理解小毛虫的笨拙是一个重点，但对于二年级的
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点。首先，通过读，抓住关键词句，在
读中感悟，在读中理解。如：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挪动了一点点。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觉得自己就像是周游了整个世界。通过对小毛虫句子的反复
朗读，抓住“九牛二虎之力”、“挪动了一点点”、“周游
了整个世界”，理解“笨拙”的意思。同时，利用多媒体生
动形象的视频，让学生通过视觉器官去感受文字所描述的情
境，便于学生去回味语言的无穷魅力。然后，教师着力在朗



读上加以指导，让学生读出语气。这样，学生能读出语感来，
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就基本到位了。

教学中，我还采用多种朗读形式，比如：自由读、轻声读、
指名读、男女生读……使学生采用自己喜欢读的形式进
行“读”的训练，通过“读”进一步了解课文的内容。通过
多媒体动画理解“轻歌曼舞、挪动”的意思，以欢快、轻松
的朗读体会“各种昆虫”的美好生活。通过对小毛虫句子的
反复朗读，读后想一想“你想对小毛虫说什么？”并抓
住“九牛二虎之力”、“挪动了一点点”、“周游了整个世
界”理解“笨拙”的意思。进一步体会小毛虫的“可怜”，
这时，学生内心的感受就会自然体现在低沉、缓慢的朗读中。
同时在读中加深对词句的理解。课文的3、4节是文本的重点
段落，运用默读、引读的方法，初步了解虽然小毛虫可怜而
又笨拙，但它并不因此而悲观失望，而是尽心竭力地做自己
该做的事情。对于第5节中描写蝴蝶美丽和灵巧的句子，通过
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感受到小毛虫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
的蝴蝶，从而为小毛虫而高兴。新《大纲》提出“要让学生
充分地读，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
读中受到情感熏陶。”这一段话对读作了很好的定位。在新
课程理念的支撑下，我以引起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训
练学生从朗读中自己感悟课文的真谛，以学生为主体，
变“教材”为“用教材”，灵活运用课件及图片，灵活运用
课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

白鹅第二课时教案篇六

身为一名人民老师，我们需要很强的教学能力，在写教学反
思的时候可以反思自己的教学失误，那么什么样的教学反思
才是好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将相和》第二课时教学反
思，欢迎阅读与收藏。

《将相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
改写的。课文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



罪”三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
果，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紧密联系，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
故事的发展；前两个故事的结果，又是第三个故事的起因，
合起来构成《将相和》这一更加完整曲折的故事。在整个故
事中，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引人入胜，更以
主要人物蔺相如的高尚品质给人启示和教育；廉颇这位老将
脱下战袍，背上荆条，登门请罪的精神也令人敬佩。

根据文章的这一特点，我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动
心动情，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因为课文涉及的内容很多，
但是在一堂课上只能把握其精髓，教学的时候，我的思路是：
先引导学生比较充分地阅读全文，从整体上弄清《将相和》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同时弄清三个小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后是通过品读人物蔺相如为主线，精读课文，深入研究蔺
相如在“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中的表
现；最后再引导学生联系全文，劝服廉颇，得出“将相和，
平天下”这个故事所宣扬的主题。

本课教学，我认为自己有如下值得保留之处：

1、注重了朗读方法的指导。在教学中，注重指导学生读文章，
在读的过程中，读出人物的不同心理来，如，读廉颇的那段
话时，要读出不服气的语气来，读蔺相如与秦王的对话时，
要读出理直气壮的大无畏精神来，而读蔺相如与下人的对话
时，要读出语重心长的语气来。

2、注重了理解课文方法的训练。理解人物品质时，注重指导
学生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来品析，从中体会出人物
的品质来。并指导学生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在书上适当批注。

在教学中，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进
一步的改进：

1、对学生的评价还不够及时，评价的语言还不够丰富。评价



学生，是对学生现阶段学习方法的一个小结，也是调动其他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手段，因此做为老师一定要关注并评
价每一次学生的发言，用真心的鼓励换取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2、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适当的点睛之笔。当学生体会到人物的
品质时，做为教师要有梳理、概括学生的零乱的发言的能力，
把学生语言中提到的.闪光点做一下恰当的结语，这样对文章
的内容学生就会产生整体的认识。

3、还要在教学中注重教给学生分析，阅读的方法，从而达到
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回顾这一课的教学，我感觉教得还算轻松，学生学得也较愉
快，课堂教学效果也比自己想象中的好，既调动了学生的主
动性，扩大了课堂参与度，课堂学习研讨氛围浓烈。追其原
因是把新的教学理念融入课堂，把课堂这个主阵地交给了学
生。不过细究起来，还是有些欠缺：对于梳理课文内容部分，
还要帮助学生建构故事体系，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研读
过程也存在不足：一是在有感情的朗读训练上缺乏频率，尤
其在朗读廉颇的不满语句时还不够到位，当时还是有些忽略；
二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还应放手让学生讨论交流，三是
要留有时间，让学生展开想象对人物进行说写，补充课文的
空白内容，使人物形象能够在学生头脑中得到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