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
点与不足 二年级语文语文园地七教学反思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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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一

在上课伊开始，我播放高科技的一段视频，目的在于拓宽学
生的思路。这个视频的播放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学生看着看
着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哇”的惊叹，同时也要求学生认真观
看，并让学生说说自己最喜欢视频中的哪些新鲜事物时，学
生也了解到了未来的食物与现在的食物有很大的不同。

当要求学生们说说自己要写的事物的特点的时候，很多同学
都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心目中的事物的特点，功能
说出来。但也有同学完成得不够好。原因可能是对于未来的
概念还模糊。

在教学中，我故意用红色笔描红了神奇的笔和未来房子“特
性”；蓝色笔描了“未来的的笔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便
利。”这让学生再次明白了习作的方法以及路径。

我让学生大约运用了205分钟的时间进行习作，没有一位学生
能写完。这一节课我主要是让该了解未来事物的“特性”
和“便利”两点进行交流与修改。目的就是帮助习作上尚有
困难的学生再次明确本次习作的重点，也让同学们知道如何
修改自己的习作。这堂课虽然达到了我预设的教学目标，但
还是有不少的遗憾，还有学生没有明白未来的事物为何物。



我可以让学生明确习作要求上，让学生先默读，再指名读，
然后再让学生明确本次习作的要求，这样学生更能加深理解
本次习作的要求。相信不断地探索，交流我们的习作教学会
开展得越来越好。

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二

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口语交际的增
设是一大亮点。它旨在训练同学的口语表达能力，增强人与
人之间交往、沟通的意识。口语交际是一种双向交流活动。
听者和说者双方要不时地发出信息、接收信息。它实质是一
种双向互动的动态语言实践活动。“双向”和“互动”应成
为口语交际课的最根本特征。

在教学中注意强化思维的训练。口语交际的训练，实际上是
思维的训练。即听的人思维要敏捷，说的人思维要流畅。在
口语交际教学中不能停留在你说说我说说的层面上，只有目
标明确，有的放矢地进行思维训练，使同学的思维品质得到
提高，口语交际教学的目标才干真正达到。

为了达到口语交际的教学目标，首先要创设情境、营造氛围、
激发学生开口表达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善于联系同
学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创设情境。比如人教版实验教材小
学第二册语文园地六的口语交际，内容是怎样过“六一儿童
节”。在上这个环节时，我提前布置学生带一些照片，上课
时让他们互相介绍，回忆自身的快乐时光。有的小朋友特别
想知道老师小时候过“六一”时的情况，我也带了自己的一
些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拿着照片示范性叙述，在表述时，语
言注意尽量儿童化。让学生知道该怎么来给大家叙述。教
学“说说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自身打算怎么过”这一
环节时，我采取了多种有趣的形式交流。如：“打电
话”“说悄悄话”“比一比”，通过这些情境，激发同学口
语交际的兴趣，提高学生交际的质量。有的学生说得很不错，
眉飞色舞的。当然，在学生说同时，要求其他同学认真听，



在说的不流畅的地方，适时纠正，让学生尽量用规范性的语
言来表述。在学生说完后，我都会做一个积极的评价，给学
生以信心。

我也知道，口语交际的训练不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在平时的
学习生活中不断指导，不断强化，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部编二年级语文上册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

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三

一、教学目标：

1、在学习中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积累几组意思相反的词，
并体会发现的快乐，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愿望。

2、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生字词，通过选择近义词，说句子，
读儿歌，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积累。

3、通过口语交际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和听说能力。

4、能勇敢地承担口语交际中的“导游”角色，增强收集资料
的兴趣，培养探究意识。

二、教学重点：积累近义词、反义词。

教学难点：在口语交际中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听说能力。

三、教学过程

(一)、我的发现

1、课件出示：

进——退



快——慢

安全——危险买——卖

正——反

复杂——简单

2、读一读学习小伙伴的话，说说自己发现这几组词的共同点。
3、请同学演一演，理解词语的意思。

4、教师示范读和师生对读这几组词，注意把生字读准。5、
你是用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些生字的?6、检查是否每个同学都
认识并能读准九个生字。7、给生字找朋友。

8、扩展练习：说说下列词语的反义词。

课件出示：

有——

高——

熟——

干净——

吵闹——

细心——

(二)、我会选

1、课件出示



美丽

有名

中央

非常

中心

著名

特别

漂亮

2、读读、想想、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3、做游戏：鸡妈妈找小鸡。

第一排词语为鸡妈妈，第二排词语为小鸡，找对了，鸡妈妈
就站在小鸡旁边，成了一对近义词：课件出示：

美丽——漂亮

有名——著名

中央——中心

特别——非常

4、扩展练习：说说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凉快——



也许——

办法——

高兴——

(三)、仿照例句说句子

1、出示例句：

课件

花坛真漂亮啊!我要把它拍下来。

2、为什么“我要把它拍下来”?用上“因为xxxxx所以xxxxx”。

3、让学生感知感叹句和陈述句的句式特点。

4、课件出示：“北京真xxxxx啊!我多么想xxxxxx。”你会说
吗?

5、说说你想说的话，出示“xxx真xxx!我xxx。”说说自己的感
受，争取跟同学不一样。

(四)、我会读。

1、课件出示：诗歌，配音。

2、学生自由练读，注意读准字音。

3、学生展示读(配乐朗读)

4、多种方式练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五)、交际口语。



1、情景谈话，引出话题。

(1)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旅游吗?你们看过故宫，爬过万里长
城吗?你们游览过杭州西湖，爬过泰山吗?今天，老师和大家
一起去旅游，去领略祖国的壮丽山河，去欣赏各地的美丽风
光。

(2)出示祖国各地风景名胜的配乐课件。

(3)小朋友们，刚才你们到各地去旅游，说说你们到了什么时
候地方，看到了什么?

2、分学习小组进行练习口语交际。

让孩子们拿出课前收集到的祖国各地风景名胜的图片、宣传
册或其他文字资料，在组内交流。

3、全班交流，竞选“最佳导游”和“最佳游客”。

(1)“最佳导游”的标准：

热情大方地向大家作介绍，语言清晰，流畅，让“游客”能
听懂你说的话，并希望自己能到你的景点旅游。

(2)“最佳游客”的标准：

认真耐心地听取“导游”的介绍，所提的问题与景点有关，
并且能提一些建设性建议。

4、小结：我们的祖国地域广博，大好河山等着小朋友们去饱
览，小朋友们如果现在就想去，那就赶快到课外书中去畅游
吧!这样，你将成为一名快乐的旅行家。

(六)、展示台：



1、在小组内展示，交流自己的作品。

2、全班根据内容的不同，分块展示作品。

3、请给你喜欢的作品和同学评星级。最后，评选出“识字大
王”、“小小收藏家”、“小小舞蹈家”、“小小歌唱家”。

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四

1.引导学生交流在生活中，从街道两边招牌上认识的字。

2.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在朗读中体会月亮
的神奇、美丽。

教学重难点

1.在认识各种招牌的过程中识记生字，养成在生活中识字的
习惯。

2.熟读成诵，背诵积累古诗《古朗月行》。学习一边读一边
想象画面的阅读方法。

教学过程：

一、展示台

2．你在生活中还见过哪些招牌？能把它们的名字读给大家听
吗？

（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介绍建筑物的名称和用途。）

3．引导学生自由地读一读招牌上的汉字，不会读的可以问一
问同桌，也可以问老师。同桌互相考一考。

4．指名领读招牌上的汉字，并请生说说怎样记住招牌上的字？



【设计意图】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识字，充分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学生在自读、同桌互助、请教老师的过程中主动识字，
逐步养成良好的识字习惯。

二、日积月累

2．教师范读、领读，引导学生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3．学生借助拼音自由地朗读古诗。

4．指名读古诗，教师相机纠正字音，注意后鼻
音“青”、“镜”。

5．结合书中插图，一边读一边想象古诗描绘的画面，说一说
读懂了什么。

(1)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李白把月亮当成了白玉盘？

(2)课件慢慢出现圆圆的月亮，月亮中倒映着亭台楼阁，青云
在天空中飘动。

过渡：圆圆的月亮像一个白玉做的盘子，瞧，月亮还像什么
呢？

6．指导朗读。

小时候不知道圆圆的月亮是什么，把它叫做白玉盘。又以为
它是梳妆用的镜子，飞到蓝蓝的云上了。多美的景色啊。让
我们来把古诗美美地读一读吧！

(1)结合图画读古诗。

(2)给古诗划分节奏。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7．配乐诵读。

8．练习背诵古诗。

(1)同桌合作背一背。

(2)指名背诵。

(3)出示画面进行引导，全班齐背。

【设计意图】

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形象、直观的表象是理解古诗的桥梁，
此环节借助多媒体，创设了丰富、生动的图像，既引起学生
对古诗学习的兴趣，又把图文结合起来，同时引导学生掌握
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的学习方法。

三、和大人一起读

1．过渡：又到了我们的读书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首
儿歌，请大家齐读儿歌的名字“谁会飞”。

2．学生自由朗读儿歌，圈出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认字。

3．指名分小节朗读，纠正字音。

4．教师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思考：儿歌中写了几种动物？

预设：儿歌中写了鸟、马还有鱼。

5．引导学生思考：文中提出了几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

6.再读儿歌，发现儿歌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巧妙地向我们介



绍动物的活动方式。

教后思考：

二年级下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优点与不足篇五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本次口语交际训练的意图，
一是引导学生走进社会，了解和收集天下大小事，是训练搜
集材料能力的继续;二是培养学生整理信息的能力;三是通过
组织发布新闻和评议新闻的活动，提高口语交际能力。本次
口语交际的内容非常广泛，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有话可说的
机会。教学时，可先布置学生去广泛搜集新闻，然后创设情
景，召开“新闻发布会”。学生发布新闻时，一是要帮助学
生把新闻讲清楚、讲明白，二是要组织学生互听、互问、互
评。最后，评出“头条新闻”、“最佳新闻”、“热点新
闻”……评价时，要从儿童关注的热点，从他们的兴趣出发，
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评出他们真正喜爱的新闻。

【习作】

经过了本组课文的学习，学生对“战争与和平”已有了一定
的理解和认识，本次习作训练，紧扣本组的专题，编排了一
次看图写文。

指导学生习作时，可先指导学生回顾所学的课文，回顾了解
到的战争情景，有条件的还可以通过影视等传媒，把学生引
入战火纷飞的年代。然后出示照片，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并展
开想象，整体感知图中的景和人。接着以图中废墟中的孩子
为重点，引导学生继续观察并想象：这个小孩的外貌、年龄，
为什么哭?他的父母在哪里?当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孩子未来
的命运等。最后，在说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把看到的和想到
的写下来。

【我的发现】



这次“我的发现”安排了4个比喻句，要求学生理解句子意思，
体会带点的部分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编排的意图，一是照应
本组的语文训练重点—理解含义深刻句子的意思，体会句子
表达的思想感情;二是了解比喻句的特点。教学时，先让学生
读一读，感受一下带点部分表达的不同情感。再由此发散开
去，从课内外的阅读材料中，找一找类似的句子，谈一谈自
己的理解，也可交流一下理解这些句子的方法。

关于比喻这种修辞手法，教师点到即可，不要过多讲解。

【日积月累】

本次“日积月累”安排了一组与战争有关的成语，有的成语
还包含着一个故事。可先让学生查找这些成语故事，再召开
一次有关战争的成语故事会，让学生在讲故事中理解和记住
这些成语。

知己知彼：《孙子兵法·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一般都说“知己知彼”，指对自己的情况和敌人的情况都有
透彻的了解。

百战百胜：多次打仗都能取得胜利。

运筹帷幄：《汉书·高帝记》“上(刘邦)曰：夫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后称在后方决
定作战策略。

决胜千里：在千里之外就能决定最后的胜负，比喻智慧超群。

出其不意：趁对方没有料到(就采取行动)。

攻其不备：趁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进攻。

围魏救赵：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国派田



忌率军救赵。田忌用军师孙膑的计策，乘魏国内部空虚而引
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山东菏
泽)大败魏军，赵国因而解围。后来用“围魏救赵”来指类似
的作战方法。

声东击西：声，声张，宣布出来。军事上出奇制胜使对方产
生错觉的一种战术，即表面上或口头嚷着攻打这边，实际上
却攻打那边。唐·杜佑《通典·兵典六》：“声言击东，其
实击西。”

四面楚歌：《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霸王项羽被刘邦围
困在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
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后来用以比喻孤立无援、
四面受敌的处境。

腹背受敌：前后都受到敌人的攻击。

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像是兵一样。《晋书·苻坚载记》记
载，公元383年，苻坚率军南下，攻打东晋，看见东晋军队布
阵整齐，“望八公山，草木皆人形”，非常惧怕。后来就
用“草木皆兵”形容人在极度惊恐时，神经过敏，发生错觉，
稍有一点动静，就非常紧张。

风声鹤唳：唳：鹤叫。《晋书·谢玄传》记载，北方的秦王
苻坚带兵来攻打东晋王朝，在安徽淝水一带，被晋军打得大
败，往回逃的路上听到风声鹤叫，都以为是晋军来追击他们。
后来就用“风声鹤唳”形容惊慌失措或自相惊扰。

【学习】

本次活动围绕本组专题“战争与和平”，列举有关战争给人
类带来的灾难和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是本组课文学习后的
拓展和延伸。教学时，要开辟活动的空间，给足时间，引导
学生从多方面去了解、感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缅怀那



些为消灭战争、保护和平而战的英雄，激发学生从小憎恶战
争，热爱和平的美好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