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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六年级上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本单元由《山青青》、《小树谣》、《古诗两首》、《春雨
的色彩》、《世界多美呀》五篇课文和“语文百花园二”组
成。

本单元内容旨在让学生感受春天的美丽景象和勃勃生机，激
发学生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下面谈谈我在本单元
教学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在学生初步理解课文，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内容后，我组织学
生用不同的读法去感悟儿歌语言的美。比如，在《山青青》
这一课，我指导学生学习“树青青，草青青，山花朵朵笑盈
盈”这句话时，我先点名读，然后追问这一长句里你最喜欢
哪一句，为什么喜欢。同时让学生通过朗读让人们体会到树、
草、山花的可爱，接下来再点名读，指导朗读、自由练读、
点名读。让学生通过不同方式的读感受到儿歌中描绘的意境
美后，再问“山花为什么笑”。让学生感兴趣，才能使学生
有想象空间，更能体会到儿歌之美，景色之美。

如在教学《小树谣》一课时，在学完课文之后，我让学生说
一说：小树对小鸟说了些什么？引导学生将课文语言内化为
自己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积累。小鸟听了小树话后会说些
什么呢？让学生充分交流，体现学生的个性化思维和想象，
强化学生的口语表达，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想象是智力活动的翅膀，是智力活动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
教《春天的色彩》一课时，在讨论小鸟的争论问题之后，我
设计了天空练习，春雨是( ) 。你们瞧，春雨落在( ) ,( )就
( )了。以此来启发学生想象还会有哪些小鸟？他们会认为春
雨是什么颜色的？学生纷纷举手回答：孩子们认为蓝色的，
春雨滴在小河里就成了蓝色了。春雨是白色的，下在白色的
楼房上，白楼房冲洗得很干净。春雨是五颜六色的，下在大
地上，大地就变成五颜六色的了”等等。

今后，我要不断学习，不断思索，不断改进，在实践、反思，
再实践、再反思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与课改一
同成长。

六年级上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大自然给予了我们生命，它像一位慈祥的妈妈，那双温暖的
手轻轻的，柔柔的，美美的。大自然，我赞美你;我赞美你的
无私;赞美你的奉献。在您的怀抱里，生存着稀有的动物，它
们活泼，它们快乐。每天享受着你的温暖，你的慈祥。大自
然，我赞美你;赞美你的刻苦;赞美你的美丽。在每一地，每
一处，都能看见您的自然血脉。

山因为您的无私奉献，一丈一丈的张起来了，听着您的呼吸，
听着您的心跳，它长出嫩叶繁花，风儿微微地吹动您的脉搏，
渐渐的花舞动起来了，树叶唱起歌了，不管春、夏、秋、冬
您永远都是那么生机勃勃，五彩缤纷。春天，花儿开了，它
们的脸红起来了，春姑娘带来愉快的消息，此时，您也开始
幼稚起来了，呵!我唱着自己喜欢的歌，虽然不是十分动听。
呵!我舞动四肢一支自编的舞蹈，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在您的辛勤呵护下变得生机勃勃，山渐渐朗
润起来了，水渐渐涨起来了。清晨，小草度过了一阵沉睡后，
伸着懒腰享受着太阳公公温暖的阳光，让他们看看“我”多
么引人注目。晌午，大树要瞌睡了，它的树干支撑着全身，
树叶儿变成扇子了，扇啊扇啊，大树睡了。



大自然，你给予我们生命，你是心灵的家园，你赐给我们生
存的`活力。大自然，我赞美你，赞美你的美，赞美你的无私，
赞美你的祥和。夏天，知了在树枝上吱吱地叫，炎热的太阳，
照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秋天，树叶枯黄了，渐渐地落了。
冬天，雪人站立在雪地上雪花纷纷落下来，地面上覆盖着厚
厚的积雪。不管春夏秋冬都没有影响你的美，大自然我赞美
你!

六年级上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为我们讲述的是石油大王哈默年轻时，以自己的言
行维护了个人尊严，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从而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的故事。

在上这篇课文之前，我认真地钻研了教材，把握了课文的重
难点，大量搜集了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资料，另外借鉴了光盘
上的“课堂实录”中一些好的做法。确实做到了胸有成竹。
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自我感觉，教师教得顺，学生悟得深。

在教学中，因课文内容比较长，我采取扣重点句及段的方法，
始终围绕一条主线，那就是哈默与逃难人相同的是什么?(急
需食物)不同的是什么?(哈默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从而
引导学生充分与文本接触，在找、读、议的过程中：一是落
实了词语的教学。对于文中的“面呈菜色”“狼吞虎
咽”“惬意”均采取了联系上下文、想象画面、联系生活实
际等方法较好地让学生理解了新词。二是培养了学生朗读能
力。听着孩子们激情四射、铿锵有力的话语，我感到欣慰。
是语言的魅力让他们从哈默的言行中感悟到一个原本很抽象
得道理：做人一定得有尊严。我又乘热打铁，及时为他们补
充了有关哈默成功的业绩资料，当孩子们听到哈默建立了石
油王国，排名世界第八，成为西方点石成金的富豪时，教室
里一片啧啧之声。

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想，这大概就



是“预”所带来的效果吧。

感受最深的教材处理介绍或教学片断摘录：

正因为拥有尊严，所以杰克逊大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请看大叔当年是怎么对自己的女儿说的：

示句：“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
因为他有尊严。”

让学生展开讨论：“现在什么都没有”指什么?“百分之百是
个富翁”中的“富翁”指什么?从“百分之百”让你看出了杰
克逊大叔对这个年青人是什么样的感情?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
说说自己的体会。

六年级上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本周把第一单元教完，学生们背诵了两首古诗，学了一篇文
言文，写了第一篇记叙文，开展了第一次“最强作文”活动，
比较圆满结束。不足在于学生们读书时间少，读书交流会没
有进行，限时练订正没有百分之百完成。下面是具体的反思
内容。

朗读形式有多样，时间集中在早自习。上《走一步，再走一
步》时，先让学生自读两遍，根据注释扫清字词障碍。然后
全班齐读，听声音大小，听字词准确与否。这样读了三遍，
需要一点趣味性，我在文中找了三个部分的对话，一是爬悬
崖之前“我”与杰利的对话，二是爬到半路“我”与男孩子
的对话，三是“我”与“爸爸”的对话。我让他们小组合作，
两个人任选一部分进行分角色朗读，准备时间2分钟。2分钟
以后，学生纷纷举手，想要表现自己，我选了几组，虽然不
太能读出课文的味道，但是他们尽力在模仿，而且各有特色，
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们朗读的兴趣，然后我再加以点拨、带
读，同学们朗读语气更有进步。



在读《两小儿辩日》时，也是先自读，然后找人起来朗读，
基本流畅。文言文断句很重要，所以我带着他们一句一句地
断句，并让他们用斜线划起来，然后齐读。后来我又想了一
种方法，让他们把书关上，在ppt上打出原文，去掉全部的标
点与断句，一个组读一句，看哪个组最整齐，这样做的目的
是检验整个组对课文断句的熟悉程度，如果不整齐说明有人
断句没弄清楚。

对于《论语》我准备小组赛读赛背，看哪个组齐背最快最准
确。问答读，书本关上，即老师问上句，学生接下句，反复
进行，带动学生背诵。

对于现代诗歌，准备在两个班级举行一次诗歌朗诵大赛，以
中国新声音的模式，朗读，导师转身的方式，选择学员，进
行指导，然后两两pk，最后是总决赛，总决赛可以选择别的诗
歌参赛。

学生本身没有在书中旁批的习惯，再加上有了《导学提纲》，
更不愿意回归课本了，完全凭借初读课文的记忆来答题。针
对这一现象，有位老师在出《导学提纲》时想了这样一招，
赏析句子，题目如下：“请同学们翻到第（）页，看到第（）
段，第（）句话。从这句话的（）可以看出‘我’此时此刻是
（）的心理状态。”这样的形式给学生提供了答题规范，不
仅让学生在展示时语言规范，表达明确，更重要的是要求学
生必须看书，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回归段落、句子、关键词语。
这个方法一举两得，很是实用。那么把学生引导回了课文之
后怎么办呢？学生依然不会在书中旁批，只会把答案写到
《导学提纲》上。对于初中生，一定要有明确、规范的指导，
规范旁批的格式与方式。如：生字难词画方框，关键词句标
着重号或三角号，主要观点划横线，锦言佳句划波浪线，一
段内的层次划单斜线，句群之间划双斜线，有疑问的地方打
上等等。

这次作文教学我觉得比较成功。首先我指导了两节课，一节



是列六要素与明确中心，很多同学按照表格能够完成，第二
节课是如何把人物、事件写充实，主要学了动作与心理描写，
同学们课堂上已经能写出来。晚自习一节课40分钟同学们写
完了。一节晚自习学生按要求自己修改，互相修改，小组选
拔，参加班级竞赛。又花了一节晚自习进行“最强作文”的
活动，最终评选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这个流程费时较长，但是效果很不错，
学生能够突出中心，过程用到动作与心理描写，自己修改作
文，给别人修改作文，举办一次活动，很不错。但是不足也
有很多，比如时间较长，是不是修改环节可以挪到课外呢？
环节较简单，小组评完就是班级评选，应该多增加几个筛选
环节，增加题目，增加导师的课外指导与修改等。下次来完
善。

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请留言，谢谢！

六年级上语文第二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大自然奇妙无比，值得人们去其中探究。科学家们就从中研
究出了许多高科技。

还有河流中的情况红潮。每当河流中的`藻类一生二、二生四、
四生八……不断延伸下去，藻类就会吸取当地水域的氧气，
形成红潮导致河流中的生物要么死去要么逃之夭夭。这不但
影响捞鱼的人，还影响周围的人。因为红潮会释放出毒气，
无意中吸取的人会导致神经系统“故障”甚至癌症。红潮对
人们危害这么大，又无法消灭它，就只能惹不起躲得起了。
但是，美国研究小组就用超声波来消灭藻类。藻类之所以能
浮上水面，是因为有一种细胞。而用超声波使用一定的频率
将浮力细胞out，藻类就会沉下水面，失去阳光，马上死翘翘。

还有防毒面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向法国投扔毒气弹，
导致5000官军死亡。于是法国科学家开始做实验，将各种动
物放在毒气区。结果只有野猪没死。原来，野猪一遇到刺鼻



的味道就拱地，地里的土壤和水分过滤了毒气所以没有死。
科学家就此研究出了防毒面具。结果再一次战争时，德国故
技重施，法国官军死伤率大大减少。科学家们就说：“野猪
拯救了大家。”

大自然多么奇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