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美丽的小兴安岭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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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根据季节变换的先后顺序，依次描写了小兴安岭一
年四季的景色，突出了小兴安岭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也是一
座美丽的大花园。课文以清晰的段落层次来展开，抓住了小
兴安岭四季不同的景物特点，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打生动
地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画面。

在教学时，我抓住四季的景物特点重点指导，让学生先根据
喜欢的图片找出文中与之对应的句子，再说出喜欢的理由。
说理由的时候，品析句子中用的'好的字，说出它们的妙处。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法，学生很快就能评析出好词好句，并能
准确地说出它们的作用。

春天这部分主要是我引导学生说，夏天这一节就由学生分小
组来合作学习，依照学习上一节的方法来说，学生基本能够
按照我的思路走，句子分析的比较到位。秋冬两个季节内容
比较简单，我以读为主，欣赏作者优美的语言。

最后以小练笔来结束文章，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
交流。时间比较紧，有很多地方上的也不尽如人意，如节奏
比较快，没能给学生充分准备的时间，就让学生来说，学生
不知怎么说。课堂上读的不够，影响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让学生用概括的语言来总结每一小节的内容时，学生
总也说不到我想要答案。在备课时，没能做一个相应的例子



来引导学生填空，另外，学生对于文章的学法不甚明晰，虽
然要求他们按照“读、找、问、思”的环节来分析文章，课
缺乏学法的归纳，学生学起来不得要领。如果能将这些归纳
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本篇课文，主样让学生感受小兴安岭的四季景色，体会
作者用词准确，学习作者抓住小兴安岭每个季节的景色特点
进行观察的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我一是继续运用“多读多想，读通课文”的
教书方法让学生把课文读通，了解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美丽的
景色，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二是让学生在感受小兴安岭的美
丽和富饶的过程中，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1、课前，组织学生收集有关小兴安岭的文字，图中资料，互
相交流，激发学生对小兴安岭的向往。

2、引导学生找出描绘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美丽景色的词句，反
复朗读体会。

3、也读也想在头脑中浮现课文描写的森林景色和动物生长、
活动的画面。

4、本课语言优美，条理清楚，我着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和
背诵，把自己对小兴安岭，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表现出来。

课后，我鼓励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景物，选择自己喜欢的一
处，学习本课写法，抓住景物特点写一段话。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课文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顺序



来写的，每一个季节写法相似，我先带领学生走进小兴安岭
的春天，按“读—划—悟—说—读”的方法一起学习、一起
探究，然后我设计了一个表格，让学生按照这种学法分组进
行学习第三、四、五自然段。在反馈中，显示了学生良好的
自学能力，他们在自学的过程中，不仅欣赏、领悟了小兴安
岭的美，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美。并在讲课中渗透写作方法，
让学生通过读小兴安岭，可以感受家乡的美，身边的.美，并
写一写。

小兴安岭的“美”是文章的“魂”，“美”是教学的线。在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自始至终围绕这些教学思想组织教学，
努力达到预设的教学目标，但真正教学起来，总会有那么多
的遗憾。

其一，我在让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时，看上去能按照老师的要
求有步骤地进行自学，、讨论，学生也基本上解决了合作中
的问题，但时学生合作学习的气氛不够浓，有些问题挖掘的
也不够深入。如学生在小组合作中虽然能很快地完成表格，
也能有感情地去读读句子，但是，我在小组读评相结合的环
节上把我的不够好，比如如何加强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等，
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强研究。

其二，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不够，有些学生只停留在文字的表
面上，没有抓住字词的深刻内涵，大胆展开想象，深入体会。
因此，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还要加强更深层次的“读
悟”结合。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美丽的小兴安岭》一课是经典的老课文，文章语言美丽，
用词准确，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形式，运用了
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是训练学生感受语言美、文字美、
生活美的好教材。



我在第一课时教学时，发现学生对四个季节描写的段落，特
别感兴趣，于是改变原有的教学思路，先让学生阅读这四段，
感受小兴安岭四个季节之美。学生非常活跃，纷纷发表意见，
就连平时不太举手的杨建瑜、杨长洁也积极回答问题，甚至
刘阳这样的智障学生都抢了一个问题。

在第二课时教学时，我着重引导学生搞清文章的结构，
即“总——分——总”的结构形式。经过一番讨论，学生明
确了这一知识点，虽然我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结构形式的名称，
但学生已经理解了这种写法。随后，我让学生写一篇文章，
内容是家乡的景物，结构形式要用“总——分——总”，分
六个自然段。学生兴致勃勃地写起来。结果，大部分学生写
得不错。

另外，对少数学困生如杨建瑜、陈婷婷等写日记有困难，可
以适当降低要求。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本篇课文，主样让学生感受小兴安岭的四季景色，体会
作者用词准确，学习作者抓住小兴安岭每个季节的景色特点
进行观察的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我一是继续运用"多读多想，读通课文"的教
书方法让学生把课文读通，了解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美丽的景
色，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二是让学生在感受小兴安岭的美丽
和富饶的过程中，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1、课前，组织学生收集有关小兴安岭的文字，图中资料，互
相交流，激发学生对小兴安岭的向往。

2、引导学生找出描绘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美丽景色的词句，反
复朗读体会。



3、也读也想在头脑中浮现课文描写的森林景色和动物生长、
活动的画面。

4、本课语言优美，条理清楚，我着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和
背诵，把自己对小兴安岭，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表现出来。

课后，我鼓励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景物，选择自己喜欢的一
处，学习本课写法，抓住景物特点写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