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上语文第七单元口语教学反思(模板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五上语文第七单元口语教学反思篇一

本单元四个小故事意在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矛和盾的集合》告诉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汲
取别人的优点集于自身，扬长避短。在教授本文是应顺势让
同学谈一下自己最欣赏的同学的优点，并向他们学习。

《科利亚的匣子》告诉我们时间在流逝，一切都在发生着变
化，我们要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陶罐和铁
罐》《狮子和鹿》则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实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得学会正确的评价自己。

寻找每篇课文的训练点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是培养语
文素养的基本手段。本单元的训练点很多，在教学过程中我
选择了以下几点：

1、听在单元过关时，词语关与朗读关由评审团负责评价，锻
炼认真倾听的习惯。

2、说内容关意在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与表达能力。由于本单
元课文内容浅显，主题思想明确，我的教学重点在于围绕中
心展开讨论，交流自已是否有过相同的经历，或如何看待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进行“说”能力训练。



3、读不仅要读正确流利，还要读出自已的感受与理解，这就
需要精读与品读。在精读引领环节，我让孩子们找出自己喜
欢的句子，并说说为什么喜欢。

（1）用词准确生动，如动词的运用、四字词语的使用。

（2）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语言生动。

（3）它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我觉得这是语言鉴赏能力训练
的初始阶段，时间长了，孩子们也就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品
读课文了。

4、写在品读《科利亚的匣子》一文时，我抓住科里亚埋匣子
的一个细节进行写作指导，用恰当的动词来描写清晨起床情
节，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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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文：

1、学习了《玲玲的画》一课，你想说些什么?

学习了《玲玲的画》一课，我想说：“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
想像的那么糟。只要肯动脑子，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

2、《揠苗助长》中的那个人为什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但禾
苗却全都枯死了呢?

(因为他不懂禾苗生长要靠自己力量的规律，他做事太急于求
成了。)

3、《揠苗助长》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违反事
物发展的生长规律。



《守株待兔》告诉我们：要努力做事才行，对以外的收获不
要存有侥幸心理。

4、去掉带点的字，句子的意思和原来的一样吗

(1)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长。

这个句子去掉“好像”一词后，就是禾苗没有长高的意思，
而原来表达的意思是说禾苗实际是长高了，只是由于长得慢，
那个人感觉不到禾苗在长。

(2)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

这个句子去掉“焦急地”一词后，那个人在田边怎样地转来
转去就不具体了，就不能表达出他非常急切的心情。

(3)种田人丢下锄头，整天坐在树桩旁边等着。

这个句子中“整天”是说种田人一天到晚地等着，可见他十
分愚蠢。去掉这个词以后，种田人什么时候坐在树桩旁等着
就不清楚了。

5、当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时，它会怎样想?

背诵：

1、照样子，写一写：

看了看想了想瞧了瞧闻了闻

又肥又大又大又圆又大又红又白又胖

乐滋滋乐陶陶乐呵呵喜洋洋喜滋滋美滋滋

2、背诵129页“我知道”



《丑小鸭》一文的作者是(安徒生)。他是(丹麦)人，是世界的
(童话作家)

听写：

喇叭玲珑狼狗负责天鹅翅膀敲打附近蛋壳鸭子谈论远近

欺负希望计算引导陈列肥肉蜜蜂气派守卫敲鼓保守丢失

狗熊糟糕楼房冰冷接近惊讶焦急算式楼梯肯定此外脑筋

敲门贝壳队列吸引肩膀学费灰尘讨厌鸭蛋讨论鸡蛋浪费

愿望皮筋因此电梯木桩肥料列车灰色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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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课文讲述了：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这
些问题，我们通常是想的不一样的，做法难免会有差异，最
后的结果更是不尽相同。本组课文讲述了几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怎样看问题，怎样想问题。本组的4篇
课文，其中三篇精读，《矛和盾的集合》、《科里亚的木
匣》、《陶罐和铁罐》；一篇略读《狮子和鹿》。

本组课文以启发学生怎样发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单元
导读中有所体现。在《矛和盾的集合》中通过对发明家勤于
思考善于实践品质的学习。懂得：“谁善于把别人的长处集
于一身，谁就是胜利者”的含义；而《科里亚的木匣》中能
够懂得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的道理。《陶罐和铁罐》中体会铁
罐的傲慢无理和陶罐的谦虚克制，懂得：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略读课文《狮子和鹿》
理解鹿对自己的角和腿的不同故事。



教学时，注重了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充分结合故事蕴含
的哲理联系到自己的实践经验。

2、课文的语言生动有趣，适应于朗读的训练，引导学生有感
情的朗读，了解课文中的大意，体会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在
理解、朗读、背诵中，积累语言。

3、本组教材各部分都是有趣的故事展开的，教学中使各部分
相互关连，紧密配合。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故
事蕴含的道理进行掌握。（白石）

听听秋的声音教学反思人教三上语文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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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小学教育的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好其它课程也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整理了小学二年级语文下册第七单元自
测题，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使用!

一、形近字组词。

杨丝()王()九()关()战()顺()

扬()死()玉()仇()管()站()页()

米()埋()舌()密()月()育()给()

迷()理()敌()蜜()朋()盲()拾()

类()陪()筑()戌()赶()从()批()

粪()部()巩()茂()走()丛()比()



季()租()景()源()散()拔()桶()

禾()组()影()原()撒()泼()涌()

互()桔()祥()好()味()莘()肯()

户()吉()详()如()妹()幸()啃()

离()

璃()

二、把下列成语补充完整。

()云()月、()云()月、月()星()、烘()托()

()明()稀、()()辉映、()风()月、众()捧()、

披()戴()、()星()月、

三、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1、()那天早上，()去()“扫荡”。山沟里潜伏着()还隐藏
着()。王二小带路走在()，把敌人()我们的()。

2、青海湖西部有一个叫“”的小岛，那就是()的青海湖鸟岛。
每年春天，天气()，湖水()，()的鸟儿就陆续从()飞来。它
们在这里筑巢()，()。

3、()是鸟岛最热闹的时候，()的鸟儿聚在一起，小岛成了鸟的
()。一眼望去，()的鸟窝一个()着一个。()，到处是()
的、()的鸟蛋。

4、祖国的()台湾气候()，()，()，是()生长的好地方。



5、台湾的()多，()也多。每年()季，一群群()的蝴蝶()过花
丛，()树林，()小溪，赶到山谷来()。人们就会把这些山谷
叫做()。

6、蝴蝶谷的景象非常()。有的山谷里只有一种()蝴蝶，在阳
光的`下，()，()。有的山谷里有几种()，()，()，就像谁在
天空中撒了一把把()的花瓣，()，又()。

7、西双版纳的()开了，傣族人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一
天，人们()，()，早早地来到了大街上。大街的两旁早已准
备好了()，清水里有的()香水，有的()花瓣。开始泼水了，
大街()，你拿瓢往我()里灌，我端盆向你身子上()，()、()、
()、()，个个身上()，人人脸上()了花。()是()的象征，谁
身上泼的水多，就意味着谁得到的()多，怎么能呢!

8、地上()了火红的凤凰花瓣，空中()着()的象脚鼓点。大
家()，()，赛起了()，放起了()，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

9、()是世界上产蝴蝶较多的国家，据估计碟的种类有1300多
种，而台湾又是我国蝴蝶种类()的省份，大约有400多种，每
年出产蝴蝶几千万只，因此台湾素有“”的美誉。

10、《江南好》的作者()代的()。

11、默写《江南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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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景色()花瓣()

()的景象()的蝴蝶()的花瓣

()的王二小()的敌人()的棋艺

三、按要求写词语。

1、写出四个和石林有关的词语。

2、像王二小一样的.英雄人物，我们常常感动于他们的精神，
这让我想起了这几个成语：

(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3、我能写出几个描写色彩的词语：

四、按课文内容填空。

1、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能不忆江南?

2、清水是，谁身上泼的水多，就意味着谁得到的，!

3、来岛上的人很多，他们就能捉到幼鸟，随处都能鸟蛋，可
是却没有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

4、祖国的宝岛台湾气候，，

盛，是蝴蝶的好地方。



五、排列下列错乱的句子，把序号填在括号里。

()它先表演跳舞，两臂向上伸着，一个劲地旋转。

()最后它还表演了走铁杠，走几步滑一下，真逗人喜爱!

()接着它又表演了翻跟头，动作可灵活啦!

()小猴子的精彩表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只小猴子在台上表演节目。

六、阅读课文片断，回答问题。

蝴蝶谷里的景象非常迷人。有的山谷里只有一种黄颜色的蝴
蝶，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灿灿，十分壮观。有的山谷里有
几种蝴蝶，上下翻飞，五彩缤纷，就像谁在空中撒了一把把
五颜六色的花瓣，随风飘来，又随风飘去。

1、这段话有句，主要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