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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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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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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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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三

1．审题。

指名读题，弄清题目要求。

2．指导。

(1)学生自由读，不认识的字可以或问老师。

(2)教师范读正音。

(3)学生自由读，要求一边读一边思考这些成语的`大概意思。



(4)同桌讨论每条成语的大概意思。

(5)学生练说这些成语的意思，教师重点讲解以下几条成语的
意思：

志同道合：志向相同，意见相合。

和衷共济：大家一条心，共同渡过江河。比喻同心协力，克
服困难。

休戚相关：比喻彼此利害一致，祸福相连。

众志成城：大家一条心，就像坚固的城堡一样不可摧毁。比
喻团结一致，力量就无比强大。

集思广益：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吸取有益的意见。

急公好义：热心公益，爱帮助别人。

3．练习。

(1)自由读。

(2)同桌互相练背。

4．反馈。

(1)指名试背。

(2)集体背诵。

二、教学第六题

1．审题。



(1)指名读题。

(2)请学生说说本题练习的要求。

2．指导。

(1)让学生小声地、自由地练读，要求读通，读顺，读懂。

(2)指名试读，教师注意纠正字音。

(3)教师范读后请学生齐读。

(4)再次让学生自由朗读，边读边想，要求联系课文《学会合
作》来说说这几条谚语在意思上有何相同之处。

3．练习。

(1)给学生以充足的时间自由练读。

(2)指名读、齐读。

(3)练习背诵。

(4)指名试背、全班背诵。

4．反馈。

(1)检查朗读。

(2)检查背诵。

(指名背，表扬当堂能背诵出来的学生)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四

学会合作

巧妙设问，纲目分明。

课文多处运用设问，既能引起听众注意，又做到纲目分明，如
“什么是合作呢?”“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合作呢?”“是什
么力量使上百位乐师，数十种不同的乐器合作得这样完美和
谐?”等等，都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典型事例，验证观点。

课文运用了两个典型事例，一是交响乐团的演奏，一是从瓶
中拉出七个彩球的实验；分别从要有协作精神和要有自我牺
牲精神的不同侧面，验证了要获得成功，必须与他人合作的
观点，令人信服。

教学设计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熟读的基础上练习
当众演讲。

2．学会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所举两个事例的作用和它们所强调
的重点的不同。激励学生树立团结协作、自我牺牲等可贵的.
合作精神。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7学会合作



2．齐读课题后，提问：你们都想知道什么?

3．课文中的“合作”指的是什么?

4．人们为什么必须相互合作?

5．怎样才能与人搞好合作?

二、初读指导

1．自学生字词。

(1)默读课文，画出不认识、不理解的字词。

(2)会读会写田字格中8个生字。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语。

钥匙嘴唇倾泻协作瓶子牺牲一幢顾名思义

情不自禁

(2)指名读，注意读准带点的字。

(3)了解词语掌握情况。

顾名思义：看到名称而想到它的含义。

倾泻：课文指美妙的乐曲好似从乐师的嘴唇边、指缝里飞扬

出来。

典范：可以作为学习、仿效标准的人或事物。



和谐：配合得适当、匀称。

交响乐团：大型的管弦乐演奏的团体。由弦乐器、木管乐器、

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等组成，参加者能达上百人。

(4)齐读生字词。

3．各自轻声试读课文。

4．检查自读情况，分自然段读课文。

5．默读课文后分段，概括段意。

第一段(第1～3自然段)：说明生活在世界上大家都离不开与
别人合作。

第二段(第4～6自然段)：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具有协作精神
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合作得好。

第三段(第7自然段)：指出只有学会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
功。

三、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完成文后练习2。

第二课时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导人新授内容

二、精读训练



1．理解第一段。．

激发思考：作者围绕合作，首先谈了什么?

自由朗读第一段，找出文中的重点句。

联系生活实际，理解：

“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不论……也不论……都……”

“只有……才能……”

“小……小……大……大……不……就……”

通过对上面句子的理解，举出在实际生活中“合作”的事例，
谈谈自己的初步认识。通过第一段的学习，归纳演说词的语
言特点。

小结：这一段说明了人生活在世界上，都离不开与别人合作。

2．理解第二段。

过渡：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合作呢?

(1)理解第4自然段。

思考：“团体目标”的“高度统一”和“协作精神”分别形容
“合作”的什么?(合作的“完美”与“和谐”)

从这个事例中，同学们明白了什么?

(2)理解第5自然段。



读读，想想，议议：

这个实验的目的、要求、经过和结果分别是怎样的?

联系课文想想“依次”是什么意思。

外国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在许多地方做过这个实验．从未成功。”这句话说明了
么?

从这个事例，你明白了什么?

(3)理解第6自然段。

读读，想想：

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合作呢?

小结：文章通过两个具体的事例，说明只有具有协作精神和
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合作得好。

提问：为了说明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合作，作者举了两个事

例。只举前一个例子够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只举前一个
例子只说明合作需要有协作精神，而后一个例子是说明合作
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只有举两个例子，才能把问题说得
很全面)

3．理解第三段。

自由读，谈谈你对既要“竞争”，又要“合作”的体会。

三、.总结全文



四、指导学生练习演讲

精彩片断

间)(同学们纷纷举手，跃跃欲试)

(7位同学上台做实验，其他同学边看手表边观察)

师：刚才这7位同学共用了多长时间做完了实验?

生：(齐声)12秒。

师：文中的7个小学生呢?

生：(齐)他们只用了3秒钟。

师：我们用的时间比他们长多了，通过刚才的观察，你们能
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生1：我发现他们刚才在拉球时，有两个同学一起往上拉，球
被卡在瓶口，出不来了。他们没有合作好。

生2：我还发现刚才在实验时有一瞬间没有人拉球，这里也浪
费了时间。

生1：我要把大家组织好，有秩序地、迅速地逃出去。

生2：我想我要先人后己。

生：(齐答)懂了。

(齐读第6自然段)

通过比较，发现差距，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教育才不会
失之于空泛。



第二单元语文园地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在今后进行语文园地教
学时，要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语文，这样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刚入学的小学生，好动爱玩，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在他们
的观察和想象中，客观世界是拟人化的世界，大至一片森林，
小至一个小动物，在他们眼里，都是有情感有智慧的精灵。
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组织教学，也就抓住了教学成功的关键。
创设情境的做法尤为适用。本次语文园地的`教学就利用孩子
最喜欢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创设了“羊羊小队pk赛”的情
境，让学生进行闯关游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激起了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热情，轻松
完成了巩固音节、区分结构等教学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所以在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地挖掘生
活中的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进行创造性的语
文教学活动，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堂就会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
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