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 漂亮的项链
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篇一

案例：

在一次游戏讲评中，我和孩子们交流的是的是一根项链，这
根项链是按照abab的排序来串的，而且颜色选择的`也是同色
系，所以看上去很漂亮，于是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交流的点
了。当我把这个拿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都说好看，
可是为什么好看，孩子们却是说不出来。于是我启发
到，“这个项链里面藏着一个秘密呢？你们发现了吗？”孩
子们还是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仔细
看看，这些珠珠是怎么排队的呢？”有个别能力强的孩子是
能够说出来了，但是大部分孩子还是不能到我想要的那个点
上来，我的目的是想让他们自己发现这个排序规则，可是却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因为以前很少有
关于排序这样问题的交流，使得孩子很难明白老师的意图；
原因之二，也可能是我讲评的方式与孩子们当下的经验是不
相符合的，确切的说与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是不符合的。

反思：

对于小班游戏中的讲评，特别是技能性的讲评，我们想让孩
子自己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可以比较
的东西，让他们在比较去发现，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一样东
西摆在那，然后让孩子们去发现问题对于正处于具体形象思
维的小班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我出示一条有规



律排序的项链的同时，我还可以出示一条无规律排序的项链，
有了这种视觉上的比较，孩子们应该是更能够发现问题的。

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篇二

《项链》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也
是莫泊桑这位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代表作。作品擅长从平凡
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
生活的本质。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和心理描写惟妙惟肖，
人物语言精彩生动，故事结尾耐人寻味。正如鲁迅所
说：“无论从形式、结构，以及表现手法来看，都达到了短
篇小说的要求具备的高度。”作为高中生接触到的第一篇外
国小说教材，可以从多角度去挖掘文本的意义，对学生提高
鉴赏小说的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可以初步了解中外
文学、世界文学的迥异和异彩纷呈的特点。

一、选好角度，打开小说艺术之门。

《项链》这篇小说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鉴赏，但
教学课时和知识的容纳吸收是有限度的，所以力求在有限的
时间和范围内做到抓重点、理顺难点，最大限度的有所收获
是最佳效果。为此，可以设计把文本的精巧构思和细腻深刻
的心理描写作为重难点。在此基础上整体把握，精心设题，
深入体会。

二、解读文本，感受艺术魅力。

1、引导学生读很关键。在读前设计问题：小说的线索是什么？
围绕项链写了几件事？带着这两个问题，学生很容易就能梳
理故事情节，把握全文内容。

2、让学生的身心沉入到作品中，随之动，随之思考，随之感
悟。继续设疑：马蒂尔德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这样顺理成章把学生引向对马蒂尔德思想性格的分析上。



3、在重点品析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一教学环节时，我把小说第
一部分的七个“梦想”——得请柬后的复杂心理——借项链
前后的心理变化——舞会部分的四个“陶醉”——十年艰辛
部分中的一个“回想”这五部分作为解决的教学策略。不仅
让大家欣赏到了名篇的语言技巧，而且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形
象深刻地理解小说的人物形象，感受文学的艺术魅力。

4、设计续写练习，让同学的思维火花得到展现的机会，同学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三、迁移拓展，引发文化反思。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了解了小说刻画人物的细致手法和小说人
物的复杂性。带领同学走出了小说阅读只重情节新奇的简单
阅读，初步建立起了鉴赏小说这种文学作品的思维。希望这
篇课文的学习能够成为同学们文学作品阅读鉴赏的起点，激
发学生课下的阅读兴趣，怀着一颗欣赏之心去广泛的阅读古
今中外艺术大师们的心血之作，关注优秀作家那些精湛独到
异彩纷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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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篇三

?项链》教学反思小学语文新课标提出：“小学语文课程是一
门关于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就说明小
学语文教学最终归宿是指向于语言文字运用。因此，在教学
中，我们要细读文本，恰当地选择好文本中的语言训练点，
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下面就结合《项链》一课的教学
谈谈体会。一、巧抓叠词叠音词是重复同一个音节所构造的
词，具有形象性、确切性和音乐性的特点。《项链》一课，
运用到叠音词：“蓝蓝的、黄黄的、小小的”，这三个叠音
词使大海、沙滩、海螺和贝壳的特征更加形象，表达的意思
也更加确切。这样表达，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声声悦耳，
节奏明快，富于音乐美。另外，还表达了作者对大海、沙滩、
海螺和贝壳那种喜爱之情。之前在《四季》一课进行过练习，
本节课只是进行练习巩固一下，检测学生对叠词掌握情况。
二、巧学“的”字用法《项链》一课课后题第二题就是让学
生学会“的”字用法。从“金黄的、雪白的`、快活的”这三
个词语中让学生谈发现，引出“的”字用法，以此扩展“地、
得”的用法，只是渗透不做深入讲解。让学生在练习中明
白“的”后面搭配的词语是事物，即名词，他们在修饰事物
的颜色、特点、样子等特征。三、巧用“又……又……”
《项链》一课在第一自然段出现了“又宽又远”、“又长又
软”这两个词语，这个语言训练点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有
一定的难度，为了增加孩子们的词汇量，能正确运用词语，
由此我进行了训练，孩子们积极踊跃，“又大又圆、又细又
长…..”正在我们说的很开心的时候，一个孩子说出了“又
大又小”这个词，其他孩子也没有质疑，认为是正确的，我
说：“你在哪里见过又大又小的东西？”孩子们搜肠刮肚，
也没有找到，他们明白了没有这样的事物，这样的词语也是
不存在的。为了巩固，引导学生发现教室里的事物，“教室
里有又细又长的什么？”“教室里还有又……又……的什
么？”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快活地说着自己的答案。通
过这样的环节，对“又……又……”这一结构的词语，学生
不仅已经会准确填写，而且还在不经意间学会了运用。总而



言之，在教学中我们要用足教材，深挖文本中的语言训练点，
落实到位，让学生做到一课一得，这样我们的教学才会更有
实效，才能把语文课上出“语文味”来。

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篇四

《项链》是一篇语言优美的课文，通过课文对大海的描述要
让学生知道大海的项链是什么，体会小娃娃在还边玩耍的快
乐。

一、做得较好的方面

在本课的教学中重点体现“以读为本”，让学生采用多种方
式进行朗读训练。在教学中有老师示范读，男女生比赛读，
长句的示范和指导朗读，抓重点字词理解朗读等等。

二、不足和需要反思的方面：

1、丰富评价语言。评价是拉近师生心灵的桥梁，良好的评价
可以让课堂更加生动。在本课的教学中，评价语言不是特别
丰富，尤其是朗读中的评价。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丰富自己
的.评价语言，既鼓励表扬又可以举一反三，加强指导。

2、仿照句子说一说，以句子的形式呈现，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如果以词语的形式呈现，这样应该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圈出
第一自然段有哪些事物，学生不能准确找出关键词，主要原
因是和平时训练的较少有直接关系，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大这
方面的训练。

通过这次的“同课异构”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各位老师
的风采也让我认识到了日常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在以后的教
学中我们要用足教材，深挖文本中的语言训练点，落实到位，
这样我们的教学才会更有实效。



小班穿项链活动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以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海滩边的美丽的景色。课文
中，孩子用海螺和贝壳穿成了彩色项链，而他印在沙滩上的
脚印，为大海戴上金色的项链，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大海的'
喜爱和赞美之情。

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这些句子，读出大海之美。
然后找出描写大海美的词语，如蓝蓝的、又宽又远、雪白雪
白的浪花......积累含有“的”的词语。在识字教学中，让
学生自由交流识字方法，针对“蓝、笑”等字进行详细讲解。
在课文讲解中，结合课后习题，让学生先读一读，再连一连，
最后说一说，逐步引导孩子学会回答问题，这样既可以锻炼
学生的表达能力，有能进一步让学生熟悉课文内容，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发现学生对于有感情朗读课文很感兴
趣，参与度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注重朗读的指导。在
教学中，要将语文课堂深入到生活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体现快乐学习。

本课的教学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改进：

1、生字“又”在讲解时未扩展组词，从家庭作业中反映出组
词存在问题。

2、朗读时未进行小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