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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一

1、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

2、抓住重点，读悟结合。

让学生说说其它的有关科学家献身的例子，通过这一拓展活
动，培养学生的科学品质。让学生说说自己知道的科学家为
此甚至受到不幸的事。

1、这堂课重点读得还有点少。

2、课文读的层次还应再注意些。

3、读得不充分感悟才不够深。

4、课堂结构还应更优化，才能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反思这堂课，没有正确处理好课堂上的老师引导作用与学生
自主学习的关系是症结所在。像这样的课堂既能不能“放任
自流”，也不能牵着走。该如何理解"学生能悟到什么程度就
是什么程度"？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学会在课堂上“寻找矛
盾”、“挑起矛盾”。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二

《童年的发现》是五年级下册第二组的课文，俄国作家费奥
多罗夫书写了自我在童年时的发现。文章先概述了作者童年



时的发现，之后细致表述了发现的过程，最终得到证实的同
时又被教师误解。于是，一个好幻想、爱刨根究底孩子跃然
纸上。

课题“童年的发现”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命题，可分“我的发
现”和“童年时的发现”来确定题眼，组织教学。教学目标
为:1、经过阐述理由来辨别图片，读准认识““胚胎、草履
虫、细胞”等词。2、经过抓题眼，抓重点段落，抓重点语句，
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读懂“发现什么”。3、以梳理“发现”历
程、小组学习交流为基础，经过多种朗读形式和师生评价来
进一步读出童年的情趣。

教学板块分三块进行，一、检查预习，二、读懂“发现”，
三、读出童年。基于上午的课堂实施情景，分板块谈教学过
程和教学反思。

在检查预习板块，学生已经预习过文章，利用字典、词语手
册等工具书对不懂的词语有了必须的理解，这是学生学习
《童年的发现》的起点。我的导就在学生有这样的学生基础
上进行。拿出网上找的三张图片，让学生确定哪个是胚胎，
哪个是草履虫，哪个是细胞，并要阐述理由。学生在这样的
过程中明白能够经过字典、词语手册和书本中的注释去读懂
词语，更能够经过查资料，看图片，看视频去进一步地了解
认识它们。

在读懂“发现”板块，学生经过快速浏览文章，能很快地找
出写“我”发现了什么的段落。并在学习小组交流中准确抓
到信息，哪些语句能告诉我们发现是什么理清楚了第1自然段
和第13自然段之间的关系是概括和具体的关系。最终我在小
结中授予方法指导“我们经过抓题眼、抓重点段落、找重点
语句读懂了发现是什么。”

在读出“童年”板块，如何引导学生感受字里行间的情趣首
先我还是选择了学习小组一齐学习交流，并提出学习要求:1、



选择一处或几处能感受到“童年”的段落;2、用你们喜欢的
方式读懂读出“童年”的味道。3、交流完成“童年的发现是
怎样样的发现”，并批注在相应的段落语句旁边。汇报交流
中，我更侧重于引导学生经过朗读来体会感受童年的味道。
重点引导学生品读第3自然段，想经过教师的凭借、自我谈感
受、同伴的评语中一步步营造一份梦境，体会那份很有意思
的，很有情趣的发现。这环节的教学我一向很困惑，学生正
处童年，成年人的我们去阅读这样一段文字时，那种意境会
很有体悟，学生却很难。策略与手段比较单一，就是入情入
境地朗读，难以很好的把握。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三

1、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

2、抓住重点，读悟结合。

1、这堂课重点读得还有点少。

2、课文读的层次还应再注意些。

3、读得不充分感悟才不够深。

4、课堂结构还应更优化，才能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反思这堂课，没有正确处理好课堂上的老师引导作用与学生
自主学习的关系是症结所在。像这样的课堂既能不能“放任
自流”，也不能牵着走。该如何理解"学生能悟到什么程度就
是什么程度"？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学会在课堂上“寻找矛
盾”、“挑起矛盾”。

这里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课堂有的放任自流，



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了，老师是不是就放心地把课堂交出去了
呢？有的按照教师预先设计好的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在读议
的过程中，教师该提出怎样的问题引导学生的感悟更深入，
以至于“能够尽兴”呢？这就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
的指导作用应怎样发挥才能既促进学生发展又不会降低任务
水平，真正起到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呢？这个问题在
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四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感觉效果较好，我觉得有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点，这一课的资料学生在理解上有必须的难度。首先课
文篇幅长;其二资料上有些复杂，学生在理解胚胎发育规律这
一抽象的问题时困难比较大。所以，我把这一课的教学放在
最终，作为本单元的重头戏去认真对待，这样，学生有了前
几课的学习基础，对本课的学习降低了难度。

第二点是我深知本课教学有困难，所以我进行了充分的备课，
吃透教材，还较为全面地研究学生的实际情景，让他们课前
进行胚胎发育规律这方面的资料搜集，为课文的学习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第三点，在课堂上，我抓住几个关键的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
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去找画、批注，随着问题的解决，
不光理解了课文资料，也领悟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并受到了
必须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在开头导入时，我先让学生说说自
我在生活中的发现，这时学生说出的发现多是用眼睛看到的，
这种情景下，我让学生初读课文，让他们说说作者的童年发
现是什么，是用什么发现的，从而让他们明白发现能够是用
眼睛看，还能够用耳朵听，甚至能够用脑子想。这样学生的
观察就会是多角度的，对他们的观察本事、写作本事的提高
都将很有作用。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上了《童年的发现》一课，在导入课文的时候我问同
学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新奇或是有趣的发现?”一开始课
堂还是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同学愿意举手说，我只好先叫举
手的这位同学先说，他说道小时候捡了一条毛毛虫养在家里，
慢慢地看它怎样变成蝴蝶的过程。顿时在这位同学说完之后
课堂就像炸了锅一样，同学们都起了兴致，纷纷议论起来，
想回答的同学争先恐后的`举手，课堂气氛一下子好起来。我
也趁热打铁让他们多说一些，不时的也给些评论。就这样我
导入了新课，也把学生的兴致提了起来。一节课的效率很好。
我之后问的几个问题，大部分同学都能很快说出来。我想这
和一开始的谈话导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点不足的是在让学生体会第二自然段作者当时所要体现的
心情时，学生不能很准确的体会到。我感觉还是不太熟悉课
文的缘故，所以在第二课时的时候我要逐步来讲作者是怎么
发现人进化的规律的和他和老师的误会。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六

周二上午我分别和五年级一班、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共同学学
习了《童年的发现》这篇文章。

课件、教案早已提前一周完成，可脑海中一直在构思，这一
课的内容学生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首先课文篇幅长；其
二内容上有些复杂，学生在理解“胚胎发育规律”这一抽象
的问题时困难比较大。这堂课应该怎样上？怎样才能让孩子
真正的共同参与进来？终于在周一晚上这个灵感迸现出来。

由学生提问，学生回答。我是评委兼解说员。

学生要遵守以下规则：



1、学生可看课文提出问题，自己必须明确答案。

2、提出的问题若有人回答不加分。

3、提出的问题无人回答，自己解答，加一分。

在学完本课生字后，便开始进入提问环节。结果超出了我的
预想甚为惊喜。我准备的问题:“我”是怎样发现胚胎发育的
规律的？你觉得“我”是个怎样的孩子？你是从哪里体会到
的？理解我明白了――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时还面
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都有学生提出。还有的'提出更
好的问题。

一直到下课后，学生还围绕在我的身旁说：“老师我还有问
题......”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不怕有问题，就怕没问题。

我想这就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应既能促进学
生发展又不会降低任务水平，真正起到一个组织者、引导者
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七

《童年的发现》是人教版第十一册第五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课文的重点是写作者童年时发现胚胎发育规律的过程。这个
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先是梦中飞行；由梦
中飞行引出了为什么会在梦中飞行及老师对此所作的解释；
由老师的解释引出了人究竟是怎么来的疑问以及对这个疑问
的大胆猜想，这个猜想就是作者的童年发现。

作者语言幽默，对自己童年的发现颇引以自豪，对因童年的
发现而被老师误解有一丝的愤懑。但因为课文的语言和故事
情节都充满童真童趣，贴近学生的生活，所以我课前预设学
生在课堂上自学时一定有话可说，也就放心地把课堂交给学
生。于是，整堂课都是在学生的自主活动中进行。



通过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作者童年时代的求知欲望、
探究精神和大胆的想象，体会作者回忆童年生活时自豪和愤
懑交织的情感；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培养想象能力。

在课上我就想应该对学生们进行一下关于小组合作交流学习
的统一指导。由此，我也想到了阅读教学中能不能定期地利
用一些适合的课文进行一些主题性研究呢？例如本课中的如
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包括详细指导到组内该如何进行讨论，
讨论后又该如何进行汇报；再例如讲读课文的课堂上我们的
学生该怎样进行朗读感悟，包括朗读到底有哪几种形式，分
别该怎样地表现，读完并感悟之后，该如何向老师和同学进
行汇报，是按顺序汇报还是抓重点词语汇报，抓重点词语汇
报又该分几步等等问题的指导。因为学生的训练要有“素”。
这个“素”就是学生的语文素质，语文素养，它恰恰是我们
进行教学的最终目标啊。

小学五年级童年的发现教学反思篇八

《童年的发现》是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八组课文中的精读
课文，是这个单元中难度的课文。

首先，是梦中飞翔，引发追问。追问是小学阶段所有孩子们
的共性，只是所追问的问题不同而己。对于“我”的追问孩
子们不难理解。从梦中飞翔到从河里看到小鱼会翻来覆去仔
细看想了现将来人类会有什么样的特征，体现一个孩子渴望
得到更深层的知识。

其次，对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尊重孩子们的感受，从孩
子的视角去看问题。为此设置了一个环节，将一个答对问题
的孩子强行赶出教室。他在冷风中体验到了被老师冤枉的心
情。所以，没有过多去讲解“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有
时还要面临着被驱逐和迫害的危险”，而是让孩子们感受作
者的自我安慰和幽默。同时，建议孩子们在课外看看哥白尼
等科学家的故事。



反思这堂课，没有正确处理好课堂上的老师引导作用与学生
自主学习的关系是症结所在。像这样的课堂能不能“放任自
流”？该如何理解“学生能悟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我觉得老师还是应该学会在课堂上“寻找矛盾”、“挑起矛
盾”。这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给学生自主的空
间了，老师是不是“就放心地把课堂交出去了呢？”在分组
读、议的过程中，教师该提出怎样的问题引导学生的讨论更
深入，以至于“能够尽兴”呢？这就是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的指导作用应怎样发挥才能既促进学生发展又不会降低
任务水平，真正起到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呢？这个问
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