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 小马过
河教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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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小马过河》是一篇童话。讲的是小马要过河，但不知道河
水的深浅。小马问老牛，老牛认为过得去；小马问松鼠，松
鼠认为过不去。最后在老马的鼓励下，小马大胆去尝试，终
于过了河。故事说明了遇事要“开动脑筋，敢于尝试”的。
道理。在学这篇课文时，我安排了五关：生字关、朗读关、
辨析关、夸奖关、联系实际关。第一次在自己班里上的时候
挺顺的，我就挺为自己的教学设计得意。后来由于要开课，
我就拿着这个教案到二（1）班去上。

上到辨析关时，我出示了老牛、松鼠、小马的图片在黑板上，
让学生讨论老牛、松鼠的话说的对不对。我没想到全班都说
对，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全打乱了。忙乱之中，我只能自己
说出结果：他们的话对自己来说是对的，对别人来说是不对
的。课后，我静下心来，发现我安排的五关中，这一关是最
重要也是最难的，而我为了赶时间，匆匆过去，这实在是一
堂失败的课。其实，当时学生初步理解课文后的答案是老牛
和松鼠说的话是对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再读课文，学生就
会想到老牛和松鼠的话对别人来说是不对的。虽然只是一个
环节，可是这个环节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思考、理解的过程。

通过这堂课，我感觉到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还要
备学生。在课堂上，随时有可能发生教师意想不到的事情，



教师必须有随机应变能力。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小马过河》是小学语文第三册一篇有趣的童话故事。叙述
了小马驮麦子去磨坊，路上要过一条河，老牛说水很浅，可
以过，松鼠说水很深，他的伙伴刚被淹死。在质疑的环节中，
学生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小马过的是同一条河，为什
么老牛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而松鼠却说水很深，还淹死过
他的小伙伴他们俩是不是都说错了，课文最后为什么说河水
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一个说“水
很浅”，一个说“水很深”，这不仅是摆在小马面前的一对
矛盾，同时也是摆在学生面前的一对矛盾。以往在帮助学生
理解这一问题时，我采用了演示、比较等方法进行分析讲解，
但因受到时间、教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效果并不理想，大
部分学生仍是一知半解。这回当我再上到这篇课文，再讲到
这一问题时，我换了一种方式进行教学，却意外地收到了十
分显著的效果。

本文共有三幅生动、美丽的图画，而第三幅图老牛、小马和
松鼠都在其中，于是我请学生拿出彩笔，按老牛说的那
样——“水刚没小腿”，把“水”画至老牛的小腿，然后再
顺势再把“水”延伸，让小马也站在“水”中如图所示。学
生刚画完，立即大叫起来：“老师，松鼠太小了，被水淹掉
了”瞧，一目了然，不用老师多说，学生自己就明白了。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低年级的小学生形象思维（直观思维）占较大优势。教师可
以根据低年级小学生这一心理特征，结合教材特点，精心设
计课堂教学，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小马过河》一课中，有这样三句话：



1、老牛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能趟过去。”

2、松鼠认真地说：“深得很哩！昨天，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
掉在这条河里淹死的。”

3、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为让学生理解上面三句话，领会课文的重点、难点，我采用
了直观演示法，创设了一个“场景”。在一口玻璃缸里盛了
适量的水当作一条河。先把老牛的塑料平面模型放进水中，
水刚没老牛的小腿。接着把松鼠的塑料平面模型放进水中，
水把松鼠整个淹没了。最后把小马（背上画有半口袋麦子）
的塑料平面模型放进水里，水刚没小马的大腿。学生通过观
察教师的演示，比较老牛、松鼠、小马的平面模型，明白了
老牛为什么说水“浅”，松鼠为什么说水“深”，小马试了
过后为什么说水不深也不浅。学生亲临“场景”，观而生感，
观中明理，激发思维的火花。由此，学生懂得了做事不能光
听别人说，要动脑筋去试一试的道理。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小马过河》是二年级上册的一篇童话故事。故事讲述的是
小马要帮妈妈把半口袋麦子驮到对岸磨坊去，两次来到河边
的不同表现及不同结果，使学生懂得遇到问题要勤思考，多
脑筋，多分析，敢于实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教学中初读课文之后，初次尝试让学生简述故事大意，只
有个别学生在ppt的引导下大致能说，多数还是在讲述细节内
容。第二遍看自读提示后带着思考读，学生进入情境，了解
故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是认读生字，完成目标一的任务。

参与评课的教研室老师在充分肯定优点之后，给出了十分中
肯的建议：有课时意识，在课时安排上要有合理的规划，在
识字方法上多一些方法的引导。老师要有课程意识，知道不



同阶段需要达到的目标及应该具备的技能，比如读书，从一
年级的不指读，到二年级下册“读出不同句子的语气”，再
到中段“有感情的朗读”，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要在
学生所处的阶段努力使其达到相应的水平。

本次听评课，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今后将发扬优点克服
不足，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统编版教材设计很精彩，之前也参加过教材培训，但是在教
材的把控上面总是觉得不够到位。针对本次测评我设计的这
节为时23分钟比较短小的课我作了如下反思：

1、本节课我定为第三课时，之前已学习了生字词和课文的前
半部分，这节课主要学习课文最后第七、八自然段小马返回
家与妈妈的沟通和最后自己尝试过河的过程。本课我设计的
内容较少，深层次的东西挖掘不够彻底。

2、在课堂气氛层面，还是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不够缜密，说明备课还是不够充分。

4、在对学生的启发上，应更加多一点。

制定改进方案如下：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落实，也就是让学生懂得“遇事
要动脑筋，亲自去试一试”的道理，这个过程不能生硬，要
循循善诱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来。

2、中间的“用上下列词语讲故事”环节词语设计有点多，不
适合在课堂上进行，这个环节换成“看图讲故事”难度降低，
更利于开展。



3、语言应更生动有趣，以调动学生积极性。尤其是进入了夏
季，把游戏引入本课教学，让瞌睡的同学睡意全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