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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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篇一

《姥姥的剪纸》为我们描述了作者有一位剪纸技艺高超的姥
姥。她手里的剪纸会说话，会传情，永远牵动着作者的心，
让祖孙有了太多的回忆与快乐。整篇课文语言优美，情感饱
满。

“剪纸”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也是情感的载体。在教学设计
时，我始终围绕姥姥的“剪纸”开展教学活动。导入新课之
后，我让学生欣赏了一些剪纸图片，让他们初步感受“剪纸
之美”。然后让学生熟读课文，从文中从正面描写和侧面描
写中感受姥姥剪纸的形象生动、精巧细致，在感官上有一个
形象的了解。接着，以“熟能生巧，总剪，手都有准头
了！”为中心句，思辩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巧”，怎么练
的，结果怎样，并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对熟能生巧的理
解，进一步感受姥姥的心灵手巧。学生通过朗读以及重点词
句的理解，对姥姥高超的剪纸非常佩服，我能从他们有感情
的朗读体会到这一点。

富有教学机智，注重课堂的生成性,这点很重要。本来板
书“神”是在教学完1-3自然段后请学生概括，课堂上有一位
学生在读相应的句子时就把这个字读好了，我就相机板书。

对“拴”的处理，我认为也较为到位。结合当时是“密云多
雨的盛夏”的危险和作者的活动，文中姥姥怕“我”溜到河
里游泳出危险，“便用剪纸把我拴在屋檐下”的“拴”，引



出课文中的“拴”，与学生进行热烈地讨论“课文中用什么
拴住了什么”，经过追问明白了姥姥用剪纸拴住了我的身体，
更用剪纸拴住了我那颗贪玩的心……为领悟祖孙俩那浓浓的
情作好辅垫。

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我还是抓住剪纸，让学生找出三幅牛
兔剪纸图，想想它们有什么特点，体会到在实际生活中姥姥
的勤劳，作者的贪玩。学生在交流这三幅图片的含义时，能
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姥姥对作者的疼爱时，更激起对
自己家人的感恩。最后当我让学生写写并读读作者的梦境时，
有的学生感动得甚至要流泪了。通过这样的读写结合，升华
了学生的情感，不仅仅是让学生欣赏姥姥栩栩如生的剪纸艺
术，更是让学生体会到亲人的关爱，永远心存一份感激，并
把这份情传递给身边所有的人。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篇二

《姥姥的剪纸》是苏教版第十一册第四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主要描述了作者“我”有一位剪纸技艺高超的姥姥。说她普
通，她实在又不普通，一手高超的剪纸技艺，让所有的人都
赞不绝口。姥姥手里的剪纸会说话，会传情，永远牵动
着“我”的心，让祖孙有了太多的回忆与快乐；说她不普通，
她实在又太普通，每天洗衣、择菜、淘米、喂猪，与所有的
姥姥一样，朴实平凡，日夜操劳，与外孙相濡以沫，有着浓
得化不开的亲情。全文总共13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中“剪纸“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也是情感的载体。沿着这
条主线，就可以披文入情，走进姥姥与作者的内心情感世界，
整篇课文语言优美，情感饱满，通过动情地读就可以感受到
姥姥对“我“的深情及“我“对姥姥的思念。

《姥姥的剪纸》为我们描述了作者有一位剪纸技艺高超的姥
姥。说她普通，她实在又不普通。她手里的.剪纸会说话，会
传情，永远牵动着作者的心，让祖孙有了太多的回忆与快乐。
说她不普通，她实在又很普通，每天洗衣、择菜、淘米、喂



猪，与所有的姥姥一样，朴实平凡，日夜劳作，与外孙相濡
以沫，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整篇课文语言优美，情感饱
满。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篇三

《姥姥的剪纸》采用第一人称，叙写了姥姥心灵手巧，剪纸
技艺精湛，围绕“喜鹊登枝”和“老牛兔子”的剪纸展开
了“我”和姥姥之间动情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我”对姥姥
的深切怀念之情。

教学中，我通过抓住姥姥剪纸的“神”，让学生找出体会
到“神”的语句，并从中体会姥姥剪纸技艺的高超。例
如“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便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无所不能。”一句，就引导学生紧抓住“普普通通”“翻来
折去”“无所不能”进行对比，突出姥姥剪纸技艺的高超娴
熟。然后紧扣环节设计问题“姥姥的剪纸为什么那么神
呢？”又带领学生围绕“熟能生巧，总剪，手都有准头
了！”一句进行引导学习，品味语言，从中感悟姥姥的话是
经验之谈，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有毅力，勤练不止！姥姥
为什么如此熟练，下面的“总剪”二字就透露端倪，因为老
是不断地剪，岂能不熟练？手都有准头了，因为总剪，再熟
练不过了，日久天长，剪起来就心中有数，从哪儿开始，到
哪儿结束，要注意什么，剪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岂不是有了
准头了。这样循序渐进的教学，学生很容易明白。再抓
住“身心入境”一词，深刻表现剪纸给姥姥带来的投入与快
乐。

本课由于在前一个环节花的时间偏多，以至于教学的后半部
分从“牛兔图”体会我和姥姥之间的情感不够深入，特别是
出示了三幅剪纸图，应该让学生说说姥姥所剪的这三幅图的
寓意是什么，明白姥姥对我的疼爱。但是，我只是集中起来
理解，缺少深入的`挖掘体会，为后面对以“姥姥的剪纸”为
题的理解产生了一点阻碍，特别是学生的语言组织上明显有



了障碍，而一部分中等生和后进生在理解上就要再花一点时
间才行，这也是我在挖掘语言文字上最大的问题，常常点到
为止，应该多考虑理解能力差的学生。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我觉得学生的说话练习还需要老师进
一步引导，让学生列举生活中的人和事，也像姥姥剪纸那样，
因为不断地练习，反复地实践，达到了熟能生巧、出神入化
的地步，从而进一步体会姥姥的话中寓意！教学设计，既有
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又渗透了学法指导。

总之，从这节课让我看到自己在教学中急需要注意的地方，
为了使自己的语文课堂充实起来，使每个学生的思维能活跃
起来，我要尽快解决不足之处。

今天，有幸得到教研室贺老师和镇教办孟老师的指导，我讲了
《姥姥的剪纸》一课。我将落脚点放在“感受姥姥剪纸技艺
高超和他们之间浓浓的亲情”上。

上课时,我结合了《新方案》设计导读中的问题和巩固练习进
行了学习。教学中，我先让学生感受姥姥剪纸艺术的高超。
书中左邻右舍对于姥姥剪纸的评价怎么样？文中一至三自然
段主要描写别人眼里姥姥的剪纸是个什么样子。让学生尝试
着在书上进行“批注”，试着用一个句子，或者一个词语甚
至一个字来概括。学生的答案如下：“无所不能”“啧啧赞
叹”“神了”。接着，问同学们为什么姥姥的剪纸水平那么
高？把同学引向第4－6段的学习。以“熟能生巧，总剪，手
都有准头了！”为中心句，思辩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巧”，
怎么练的，同学们找出句子“数九隆冬，三伏盛夏，日光下
剪、月光下剪、灯光下剪、甚至摸黑剪，”通过师生赛读，
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后让同学们与姥姥一起剪纸——通
过多种形式的赛读，大家读得越来越有感情，通过朗读以及
重点词句的理解，对姥姥高超的剪纸非常佩服。

然而，整篇课文要表达的不光是姥姥的剪纸技艺，更是祖孙



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我紧紧抓住一个
“拴”字，让学生找出三幅牛兔剪纸图，想想它们有什么特
点，体会到在实际生活中姥姥的勤劳，作者的贪玩。学生在
交流这三幅图片的含义时，能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姥
姥对作者的疼爱时，更激起对自己家人的感恩。通过抓词
语“定定地”、“出神地”，读出姥姥内心又是希望朝夕相
处的外孙儿能留在身旁，又想让外孙儿去更广阔的田地发展
的矛盾心情。姥姥舐犊情深，对儿孙们是如此的牵挂深深打
动了作者，也使读者的内心也掀起了情感的波澜。最后以：
幼年时，姥姥的剪纸拴住了我贪玩的心；长大后，姥姥用剪
纸拴住了我思念的心、依恋的心、回归的心。让学生再次感
悟祖孙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

《姥姥的剪纸》的教学结束了，但在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的一系列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思索。有思才有所得，发
现不足才能进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认真面对这些不足，
努力改善，竭力超越。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篇四

剪纸五彩缤纷，我知道如何剪，自己也剪得不错，是这么剪
的：把正方形纸对折为小正方形，然后再折一次，剪出喜欢
的图案（要在连着的地方剪），这就基本完成了。

剪纸有很大的用途：

剪纸需要很多的技巧，只有用心、专心，才能把纸剪得生龙
活虎、栩栩如生，

剪纸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需要我们把它宣传，并
发扬光大！



剪纸课后教学反思篇五

你们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最拿
手的是剪纸。只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只会剪什么动物、字、花
等图案，我是想要剪什么就能够剪什么的，而且你们还不要
说我还剪得有点像模像样的，非常逼真。

怎么样，你想要看看我的手艺吗?好吧，我就剪一个给你看一
看。只是，不巧，你不能够到我这儿来。现在我只能够用文
字告诉你，看了以后你一定也会感受到、欣赏到的。

我先找来了一张白纸，裁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我按照自己
想剪图形的样子去折纸。我斜着对折，然后再斜着对折一次。
好了，现在这一张纸成了一个三角形了，好象一座小山。接
着，我就动手剪了起来。我东边一剪，西边一剪，然后弯了
下去，再翻过一个身来往中间剪过去。我又弯来弯去地剪了
一会儿，很快我就把纸花给剪好了。然后，我把纸翻开。啊，
这时你就可以看到一幅漂亮的剪纸呈现在你的面前了。当然，
如果你在现场看到我的剪纸的话，一定会更加兴奋。而且还
会立刻动手也想自己亲自剪一剪呢!不过没有关系，你只要自
己动手试一试，多试试，就一定会摸索出一套经验来的，而
且会越剪越好的。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赶紧去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剪吧!
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走到一起商量探讨，把我们的剪纸
技术进一步提高，让我们的中国民间艺术得到进一步发扬光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