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 腊八粥教
学反思(通用8篇)

决议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要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
信念。决议的制定需要我们了解问题的本质和背景，同时也
需要评估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下面是一些成功执行决议的
案例，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整篇课文围绕着“八儿”等着吃妈妈熬的腊八粥的情态、心
境展现了一幅淳朴、和睦、温馨的图景。

在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们在读文中思考“八儿”是个怎样的
孩子？我采用的是小组合作的学习方法。让孩子们主要抓住
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来回答。孩子们学习氛围很高。从
中学生们简便的感受出了“八儿”天真可爱的样貌。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腊八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蕴含丰富的教育意义，如果直接
给孩子自讲解会显得枯燥乏味，孩子们也没有多大兴趣，所
以，我经过多媒体ppt课件方式展示腊八节特有的习俗，孩子
们看的认真，听的仔细，互相讨论，活动结束后依然沉浸在
腊八节的温暖中。在这一活动中，经过观察、比较的方式，
孩子们了解到了腊八节的由来和传说，将腊八节的.食材和如
何看日历的数学活动结合在一齐，贴合大班幼儿学习的年龄
特点，提升了有效的经验，体现了活动和生活相结合的教育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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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在本节课上，由于资料较多，所以我没有对上课时间进行限
制，完全将本节课的资料上完，所以超时是本节课的最大问
题。而在这节课上孩子的学习兴趣的还是十分强烈的，每一
个环节孩子都进取的参与其中，教学效果很不错。可是由于
资料较多孩子在课后也略显疲惫，如果重新再上本节课我将
会把本节课的.资料进行删减，力求精炼的讲完本节课，让孩
子在有限的课上时间充分学习且不占用孩子的娱乐时间。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一、行为、表情展心理。

八儿对腊八粥的渴望，不但通过八儿语言的描写来表现，作
者还注重的是八儿行为和表情的描写。

“从哪里还能看出八儿特别急于吃到腊八粥？”

一个问题将孩子们再次带到课文之中，“八儿今天喜得快要
发疯了。一个人出出进进灶房……”“出出进进”一词把八
儿对腊八粥的惦记形象地写了出来。

“八儿要哭的样子”“他惊讶得喊起来了”都真实地将八儿
的心理展现给大家。

八儿心理变化的描写将一个嘴馋的小孩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
生；八儿等吃妈妈熬煮腊八粥的经过，也将八儿一家的其乐
融融展现给了大家！

二、拟人写法有妙处。

文章中在写锅中的腊八粥熬煮时，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孩子
们在体会中了解作者运用想象将句子表达得如此生动形象，



由此引导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背诵下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文章内容较浅显，在抓住八儿心理变化的同时更抓住了孩子
们对八儿的喜爱之情，运用了最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文字，把
一个天真、可爱的孩童深深地注入孩子们的心中！也激起了
孩子们对腊八粥的爱恋之情！可见，抓住孩子的心是最重要
的！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对于开头讲腊八粥的做法及人们对其的喜爱的处理，总觉得
有着不小的欠缺，因为对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妙处，处理得太
简略了。没有透过文字表达人们对其的喜爱，从小孩子——
大孩子——老孩子，这是对不一样年龄段人都喜欢腊八粥的
具体描绘处理不当。又从“看”、“闻"。

为了把八儿的嘴馋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八儿的心理活动变化
构成了本课的线索入手，从八儿：今日喜得快要发疯了，一
个人出出进进灶房看到一大锅粥正在叹气，”和“八儿听了
这种松劲的话，眼睛可急红了，体现了八儿的那种迫不及待
的的心境。用同样的方法感受八儿的“苦苦等待”到“美妙
的猜想”再到“亲见时的惊讶”。孩子们简便的感受出一个
孩子那天真’嘴馋的情形。进而能感受到八儿一家的其乐融
融。

整篇课文围绕着“八儿”等着吃妈妈熬的腊八粥的情态、心
境，展现了一副淳朴的、和睦、温馨的图景。

用“吃”来一点点的体现人们对腊八粥的喜爱体会不深刻，
可见自我的备课不够深入，文本剖析不够精当所致，今后的.
教学予以警示。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六

（1）课本与课外结合。

（1）经过文本对话悟情感。

文章中共有七处描述八儿与母亲的对话，虽然语言并不是很
多，但却能充分表达出八儿急于吃到腊八粥的心理。于是，
我便让孩子们找出描述八儿语言的句子读一读，说一说从读
中你体会到了八儿的什么心理。孩子在动笔、动脑、动口的
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八儿的心理变化。从最初的“迫不及
待”到“苦苦等待”，再到“美妙的猜想”，一向到最终
的“亲见时的惊讶”，将八儿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同时也将一个可爱的、天真的孩童形象呈此刻同学们面前，
让人不得不喜，不得不爱！

（2）积累修辞手法。

虽然说，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了对课文的理解和体验，
可是反观整节课堂，在教学实践中还是有一些遗憾：

对于开头讲腊八粥的做法及人们对其喜爱的处理，我在教学
的`时候，只是泛泛而谈，课前准备不足，对这一段文字的表
达妙处，处理得太简略了。没有透过文字表达人们对其的喜
爱，从小孩子--大孩子---老孩子，这是对不一样年龄段人都
喜欢腊八粥的具体描绘处理不当。又
从“看”、“闻”、“吃”来一点点的体现人们对腊八粥的
喜爱体会得不深刻。

在以后教学中，练习概括课文的主要资料时，能够先适当提
出文中的主要人物，围绕“妈妈”和“八儿”结合课题来概
括，这样先降低了难度，概括效果会更好。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七

本文是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讲述了腊八那天八儿等不及要吃
粥的嘴馋、对粥的猜想以及看到粥的惊异，写出了一家人其
乐融融的亲情，表现出作者对普通百姓生活的热爱和对家庭
亲情的眷恋。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细腻的笔调叙述了腊八节
浓郁的民俗风情，使课文犹如一张腊八风俗画，充满了生活
的气息。

通过心理、语言、动作表现人物的写作方法。

为了把八儿的嘴馋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八儿的心理活动变化
构成了本课的线索入手，从八儿：“八儿今天喜得快要发疯
了。 一个人出出进进灶房……”“出出进进”i一词把八儿对
腊八粥的惦记形象地写了出来。

“看到一大锅粥正在叹气，”和“八儿听了这种松劲的话，
眼睛可急红了，体现了八儿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感受八
儿的“苦苦等待”到“美妙的猜想”再到“亲见时的惊讶”。

“八儿要哭的样子”“他惊讶得喊起来了”都真实地将八儿
的心理展现给大家。

心理变化的描写将一个嘴馋的小孩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八儿等吃妈妈熬煮腊八粥的经过，也将八儿一家的其乐融融
展现给了大家!孩子们轻松地感受出一个孩子那天真嘴馋的情
形。进而能感受到八儿一家的其乐融融。

感受拟人写法妙处。

文章中在写锅中的腊八粥熬煮时，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孩子
们在体会中了解作者运用想象将句子表达得如此生动形象，
透过文字表达人们对八宝粥的喜爱，从小孩子——大孩
子——老孩子，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喜欢腊八粥，还有具体的



动作，如“看”、“闻”“吃”等来体现人们对腊八粥的喜
爱，让孩子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品读，从而学习这种表达方法，
达到积累的目的！

文章中有关腊八粥熬煮的描写有些忽视。如第一自然段写的：
“把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
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气样
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
碗大碗地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在这里不应该只交学生语文的表达方法的知识，还要交给学
生腊宝粥的来历，熬煮的方法以及它的寓意，让学生受到更
多的传统教育。

腊八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八

为了把八儿的嘴馋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八儿的心理活动变化
构成了本课的线索入手，从八儿：今天喜得快要发疯了，一
个人出出进进灶房看到一大锅粥正在叹气，”和“八儿听了
这种松劲的话，眼睛可急红了，体现了八儿的那种迫不及待
的的心情。用同样的方法感受八儿的“苦苦等待”到“美妙
的猜想”再到“亲见时的惊讶”。孩子们轻松的感受出一个
孩子那天真’嘴馋的'情形。进而能感受到八儿一家的其乐融
融。

对于开头讲腊八粥的做法及人们对其的喜爱的处理，总觉得
有着不小的欠缺，因为对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妙处，处理得太
简略了。没有透过文字表达人们对其的喜爱，从小孩子——
大孩子———老孩子，这是对不同年龄段人都喜欢腊八粥的
具体描绘处理不当。又从“看”、“闻"、“吃”来一点点的
体现人们对腊八粥的喜爱体会不深刻。如果此时让孩子们用
不同的形式去品读一下，那会在品读的过程中学会这样的写
作方法，这样才在遗漏中补回一点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