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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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二年级语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在多媒体教室讲了一节公开课《大禹治水》。虽然算不
上成功，但是我却从中得到了锻炼，受到了启发，感受到了
成长。

首先，在“课件与课堂有效结合”的主题教研背景下，我初
步学会了制作简单课件，这便是进步。在今天的课堂
中，“洪水视频”的应用也的确给了学生直观的感受，触动
了学生心灵。但也有些部分控制的不够好，起了反作用，今
后继续研究学习。课件的运用要特别感谢郭春成老师的指导。

其次，经过老师们的评课，我对该如何授课有了更深的认识。
比如：低年级教学老师要善于发挥范读和领读的作用；要引
导学生说完整话；老师的教学思路一定要清晰等等；尤其是
教研室的方老师提到的“学生、文本、老师融为一体方为一
节好课”的观点更是切中要害，一语中的。其实，我在课堂
上最欠缺的便是入情入境和与学生的平等交流。

再次，这次讲课激起了我学习和运用新课标的勇气。应试教
育的阴霾让我们许多人对新课标视而不见，“拿起”又“放
下”。通过反思，我深刻意识到：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必
然误人子弟，害己害人，可怜可悲。我们一直苦于找不到语
文教学的出路在哪里，其实语文新课标就是一盏明灯！
像“以读为本”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牢记于心，付诸行动。



教学无止境，学习才会无止境！

二年级语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篇二

这课生字不算多，一课时除了读通读顺外，还分了段，理清
了文章的线索。二课时紧紧围绕你读懂了什么来交流。学生
提到鲧堵水、大禹引水，于是便由“引”字慢慢深入理解。从
“引”字中你明白了什么？既有大禹的聪明、智慧，也有大
禹的伟大和奉献，更是一种博爱的体现。

说到引水，就不得不提到都江堰了。本课的课外重点就是都
江堰水利工程，不必讲解过细，讲清基本原理即可，关键在
于认识李冰父子，明白这项工程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
使学生从现实中去体会前人的奉献精神，学习古人积极思考
的精神。但是问题在于课文就那么一点点的内容，怎样把课
外的拓展和文本有机的结合起来？是重文本还是重拓展？课
外知识是为课文的.学习服务的，但是深入的体会是否只能在
文本中寻找答案，我想这是值得思考的。

二年级语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篇三

《大禹治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大禹治水的精神
是可贵的,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
我们孩子只是二年级的学生,要让他们理解课文所要颂扬的大
禹精神和文章中文字表达的特点,想要有感情的朗诵课文是非
常不容易的。

在指导有感情朗读时，我通过让学生点重音、划停顿的方法
进行指导。我坚信只要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加上一些朗读
指导，他的感情一定会到位的。

在讲第一课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提出一些不懂的词汇，
比如洪水泛滥是什么样的？由于缺乏对洪水感知的实际经验,
所以他们无法体会到百姓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情境创设从一



开始就有障碍。所以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人们的生活
痛苦极了”这一内容,我在范读时就着重加强了“痛苦极了”
这几个字音，然后再辅助以视频加深、巩固印象,让学生从视
觉上直观的了解洪水的可怕与危害。如此学生再读的时候感
情就到位的多了。

在禹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教通过“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开
通了很多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说明大禹为治水付出了
艰苦的劳动,以及治水工程的浩大。这是全文的关键句,我紧
紧抓住“千千万万、很多”等关键词让学生反复朗读体会,以
及个人谈感受等形式,从学生感悟到禹治水的艰苦与不易。

第三自然段中禹在治理洪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
非常有名的，为了让学生简单体会，采用“共情”的方式来
进行教学。“如果你的爸爸出去工作三天不回家你就会非常
想他了，或者你在外面天一黑，你也会非常想家。可是大禹
却能十二年里为了治水都没有回家一趟。”经过交流之后,学
生们对禹的个人形象进行了提升，是个无私奉献的人，为了
帮助大家治理好洪水，三过家门都不入。

第四自然段中介绍了禹带领大家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后
来洪水退了之后，百姓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指导
朗读时，先让学生体会洪水退了之后的生活，感受大家的喜
悦之情，随后指导学生们在读到洪水退了之后的情景时，应
该把声音上扬，以突显喜悦的心情。

反观自己的教学,我觉得我需要随时充实自己，以免课堂上接
不住学生抛出的问题。在课堂上,随时会有学生灵光的闪现,
在这堂课中，有个孩子就问：“老师，他叫禹，为什么题目
是大禹治水呢？”一下把我问住了，是啊，我以前怎么没有
发现这个问题呢。一直回答不上来的我，用了一句“下去我
们都查查”草草结束。后来查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大家尊
重禹，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所以在他的名字前加
了“大”。学生们的想法千奇百怪，课堂更是瞬息万变，如



果上课时我能抓住这个学生的这个问题,将它们与理解文本很
好地结合,相信孩子们就更能理解大禹治水的精神了。

总之,这堂课带给我很多的启示，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会继续
发挥优势，弥补不足。

二年级语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篇四

墨汁需要磨，越磨越细，经过研磨之后墨汁均匀。同样一节
好课，也需要磨，反复研磨中。日臻成熟。呈现给孩子的是
教师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当课堂上孩子情感投入，发言灵光
闪烁，思维达到发展，自信得到提升，磨课中付出的所有辛
苦都是值得的。

《大禹治水》是一篇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尤其是大禹东山
凿，西山筑堤坝。三过家门而不入，妇孺皆知，老幼娴熟。
如何挖掘出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中两代人崇高信念下的英雄精
神，奉献精神呢。备课之前先搜集相关资料，《大禹治水》
的动画，电影，歌曲，播放这些资料让学生感悟大禹的崇高
精神。

同时扎扎实实落实教学目标，引导孩子正确、流利有感情的
朗读课文，中等以上的孩子必须达到有感情朗读，潜能生达
到正确流利的朗读。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开凿、挖掘、堵塞、引、等词语理
解课文内容，配合孙楠演唱的大禹治水的歌曲，孩子们根据
导学案自学，然后小组讨论。

小老师主持展示，交流。老师相机补充，课堂上同学们兴趣
浓郁，发言踊跃。发言面比较广泛，参与度比较高。

同学申成宇在《大禹，我想对你说》：“大禹，你真聪明，
你爸爸都想不到的方法，你想出来了，爸爸偷了能自生自长



的息壤堵水，可还是没有堵住，你把大水引到东海里。”

苟晨腾以大禹妻子是身份说：“相公，你为什么不回家
呀？”我忍俊不住的笑了。这次课堂的不足之处是孩子们写
得少，课堂笔记不是很充分。同时小组合作学习的建构也是
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年级语文大禹治水教学反思篇五

《大禹治水》这篇课文是一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讲的`是
古时代大禹治理洪水的故事。大禹是上古时代的治水英雄。他
“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精神被世人
敬仰，代代相传。

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学生了解“大禹
治水的艰难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所以我确定了第一个教学目
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大禹治水的艰难以及所付出的努力，
指导感情朗读。

在教学新课前，我复习了课文中的生词“滔滔、淹没、冲倒、
无家可归；决心、治理、带领、千辛万苦；制服、安定、伟
大、代代相传。”看似简单的三组词，其实是统领全文主要
内容的词语。接着，我又抛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大禹为
什么要治水？这里的治水指的是什么水呢？”为下面的学习
做了铺垫。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学生都能明白大禹治的是
洪水。可为什么要治理洪水？学生就有点似懂非懂了。而我
的一段洪水的视频正好帮助学生明白了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内
容。我紧扣“滔滔”二字让学生理解，因为洪水的大、洪水
的凶猛，所以冲倒了房屋、淹没了农田，害得老百姓无家可
归。最后引出治水的英雄大禹。

在讲解大禹治水经过时，我为了让学生体会治水的艰辛，紧
紧抓住“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万水”“挖通了九条
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等语句。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朗读，



我觉得可能学生理解的程度不深，因此，我又设计了这样一
个练习：“山太高，禹爬不动了，他_____。水太深，禹趟不
过了，他_____。没有吃的，禹饿 得两眼发花，他_____。天
太黑，凶猛的野兽出来了，他_____。”通过学生的口头填空，
让学生深深的理解到大禹治水的不易，真的是吃尽了千辛万
苦，走遍了千山万水。禹这样辛苦地观察水流和地形，他才
能带领老百姓“挖通了九条大河，劈开了九座大山，顺利的
将洪水引入了大海”。这里的两个“九”字又是第二自然段
理解的一个难度，学生肯定会一位真的只有“九条大
河”、“九座大山”，我就告诉这里指很多很多，让学生进
一步体会禹治水的艰难。最后一个填空练习 “禹下决心要
（），他吃尽了（），走遍了（），仔细地察看（），他带
领老百姓挖通了（），劈开了（），引导洪水（）。”我采
用了你填、我填、大家填的方式，让学生对这一自然段的内
容得到了巩固，对大禹治水的艰难再一次深深地领会了。

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时，我原本想通过老师
像讲故事一样的讲述，边讲述边填数字来引出这段文章，让
学生从这一组数字中来体会大禹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可是当
我出示了填空，还没说完，学生就接着说下去了，我只好改
变策略，改成提问“看了这些数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禹的？
如果你是禹，你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学生提了一些问题，
我又做了一点补充，我说：“禹的儿子十多岁了，还不知道
父亲是个什么样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禹在外治水13年，
那是七千四百多天哪！”从而更好的理解大禹舍小家顾大家
的奉献精神，学生也对大禹的英雄壮举敬佩不已。最后治水
成功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定的日子，我让学生说说如果你
也是其中的一个老百姓，你会怎么感激大禹，以此来理解为
什么大禹的名字“代代相传”。

词语的积累在语文教学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这堂课的设
计中添加了一个“送词语”的设计，我送给了学生“千难万
险、千言万语、千恩万谢、千家万户、千秋万代”六个和课
文内容相关的成语。



本课生字中的“治制”为同音字，为了使学生能很好的区别，
我找来了古代的字，让学生形象的分辨清楚“治”与水有关，
所以是三点水旁，“制”与刀有关，所以是立刀旁。又通过
学生自己组词加深理解，最后通过填空“禹下决心____理洪
水，他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万水，终于把洪
水______服了。”加以巩固。

本堂课，在感悟文章中心的同时，我知道学生进行了多种形
式的读，以读促悟，使学生对人物的高尚品质有更深刻的体
会，悟又带动了读。学生的情感被激发了，朗读自然就更出
色了。

在这堂课中，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位。

1、时间把握不好。在观看洪水的视频时，视频播放的时间太
长了，有的学生都有点坐不住了，也浪费了一点时间，以至
于后来时间来不及了，还有一个对“治制” 的巩固理解的填
空练习“禹下决心理洪水，他吃尽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
万水，终于把洪水服了。”都没有做，对这两个字的描红也
没来得及反馈，还拖课了。

2、老师的话太多。虽然在课前设计时，我已经注意体现以学
生为主体，然而，在这个练习：“山太高，禹爬不动了，
他____。水太深，禹趟不过了，他 ____。没有吃的，禹饿得
两眼发花，他____。天太黑，凶猛的野兽出来了，
他____。”的教学时，一看学生说不出来，我急了，就讲了
很多，还有在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故事时，教师给
予得较多，总是把自己的感受过多地加给学生。其实，应该
相信学生，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自想自悟，教师只需在学
生确有困难的地方点拨指导，教给学习方法，体现学生的学。
这一点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要改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