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优
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掌声》一课生动地记叙了身患残疾而忧郁自卑的英子在上
台演讲时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在这掌声的激励下她鼓
起生活的勇气变得乐观开朗的故事。本课告诉我们：人人都
需要掌声，特别是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要我们珍惜别
人的掌声，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掌声献给别人。
这样一篇感人至深的爱的课文给了我们一次出色的爱的教育
机会。为此，我设计了一堂情意交融、开放、扎实而有效的
语文课，让爱的掌声响起在课堂的每个角落。

《掌声》这节课是第二课时，整堂课通过师生共学、自主探
究、发散想象、主动积累等学习方法：体会人物心理，懂得
且愿意主动关心、鼓励他人，并珍惜别人的关心和鼓励。让
学生的情感与文本产生共鸣。

在环节设计上，我采用倒叙的手法，从掌声入手，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接着带领学生走进花英子的生活，感受英子在
掌声前后的不同表现，在对比学习中体会英子由自卑、文静、
忧郁转变为活泼、开朗、自信的孩子。然后引领学生寻找英
子变化的原因——掌声，进而去感受两次掌声的含义。我抓
住两个写掌声响起的句子，从第一次掌声响起向前展开，探
究英子的犹豫、紧张和害怕，从而感受掌声带给英子的`鼓励。
从第二次掌声响起向后展开，揣摩英子心情、性格等的变化，
感受掌声带给英子心灵的震撼，并由此明白两次掌声的含义。



“书声朗朗”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一大特征。在教学本课过程
中，我采用了“以读代讲，角色转换”的方法，通过引导学
生入情入境地多次读书，教师的示范读等多种读书活动，促
使学生思维和情感体验，让学生悄然走进文本。通过不同的
语气朗读，学生能更好地把握英子的不同性格，真正做到在
读中感知，在读中体味，在课堂上，很好地突破教学重难点。

在拓展延伸环节中，我引导学生朗读一首关于掌声的小诗，
并联系实际说一说，你得到过什么掌声？你愿意把掌声送给
谁？不但烘托了课堂气氛，而且情感目标也在意味深长的朗
读中得到了升华，成功地完成了教学重难点。

有点遗憾的是，虽然我安排的朗读的形式也多样化，如：自
由读、指名读、合作读、男女分读、分小组读等。不过总不
能把学生的朗读水平提高到更高层次。

总之，通过这次《掌声》的教学，也让我深深懂得：只要我
们能为孩子的点滴进步而鼓掌，为孩子的精彩创意而喝彩，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孩子们抒发心灵的天堂，相信每一个孩子
在我们的课堂中都能成为个性独特的自我。

《中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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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在教学第七册的第14课《假如我是汽车设计师》一课时，我
没有过早地用技法技能去规范学生，而是采取合理的启发、
引导，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并使学生
在探究和想象中发散思维，创作出一幅幅新颖、独特的作品
来。

在教学中，我也特别注重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在知识的理解
与表现中，学生表现参差不齐，为了挖掘每一个学生潜在的
能力，我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个性及作品造型特点的不同，
分别进行鼓励和引导，评价以肯定为主，老师评价和同学及
学生自己评价有机结合，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每一个
学生都得到个性的张扬。

在本课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运用学过的绘画及工艺制作知
识技能，设计制作有创意的汽车，我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
的个性意识，使学生完成有创意的作品，从而也更好地调动
了学生完成创意作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完成美术作业的
基础上，学生用自己语言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既巩固了知
识，又愉悦了心情，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中国美食》教学反思在《中国美食》这一课的教学中，为
了预防和纠正错别字，我采用了多种识字教学，情境识字，
竞赛识字，归类识字，字理识字和写字教学。在教学中，我
设计请孩子吃饭的情境，自然进入对菜名的是认识学习中，
学生在情境教学中更感兴趣，更容易投入。比简单直接的菜
名学习要好很多。每个孩子都有竞争意识，都希望自己在同
伴中大显身手，来获得尊重和成就感，我让孩子们过三关，



比赛争取做客的名额，这样孩子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专
注度也很高，对生字的记忆快速准确，预防错别字的产生。
在识字教学中，我们把要认识的汉字分为草字头的字、提手
旁的字、火字旁的字、四点底的字，这样方便学生记忆字形，
理解字意，了解汉字的构成规律，了解了四点底来历、变化
过程，理解四点底和火字旁的联系和区别。这种识字方法学
生学会以后也可以用来学习新的生字，为以后的生字的学习
打下良好的基础。写字教学是本课想要重点突出的地方，现
在很多老师在课堂上省去了这一步，是不对的，其实在小学
语文的课堂上，特别是低学段的课堂，每节课都要有较长时
间的写字教学，本节课的识字教学有观察、范写、练习、点
评四部组成，我觉得每一步都很重要，老师不要用课件代替
范写，更不能缺少点评环节，对纠正汉字错别字中最大的问
题书写不规范，有很好的作用，遗憾的是我觉得自己这节课
展开的还不够，我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更能精简环节、优
化过程，给孩子们更多的写字练习时间。课后我对本课识字
教学成果进行检测，实践表明，孩子们本课识字的辨识度很
高，错认的很少，书写上也明显规范不少，错别字率也远远
低于调查的平均值。

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中国美食》是识字单元的最后一课。俗话说:无美食不生
活;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民以食为天......美食是从古至今
都难以抵挡的诱惑!部编教材融进这些内容，贴近孩子生活，
符合人内心的需求，我是很喜欢的!让孩子们边看图边学
习“菜名”，这是很享受的事。孩子们津津乐道，读着读着
还做出一副吞咽口水的模样，有这种状态估计识字情况会很
好的!

为检测孩子们的掌握情况，直接板书“拌、煎、烧、烤、煮、
爆、炖”让孩子发现几个字的秘密。

有孩子说:都是动作词;有孩子说:都和“火”有关!我马上追



问:你怎么知道都和“火”有关?孩子们说:以前学过四点底的
字是从“火”变过来的!教室里响起，我很欣慰，至少孩子们
学过的东西没有忘记。那“拌”怎么和火扯上关系呢?这是个
难题!孩子们想了好久，答案:凉拌菠菜也要稍微在水里煮一
下可爱的答案!于是写下“炝”，又让孩子们多认识一个与火
有关的字。

于是，这节课就围绕中国美食的烹饪“炝、煎、烧、烤、煮、
爆、炖、蒸、炸、熬、煲、炒......”进行，带着孩子们走
进一堂美食的盛宴，享受各式各样的中国美食，认识好多
与“”有关的字!

中国美食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我对课堂上的一些教学细节的回想，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

《假如没有灰尘》是第三单元的最后一课，应该让学生运用
在前三课里学到的学习方法来自主学习本课。可是在平时没
有很好的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所以在课堂上，你总是对他
们不放心，总想给他们多讲一些，正是这样的心理导致在本
节课上，该学生自主学习时，自己不由得想指点。现在想来，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学生好，反而使他们学不到真正的东西，
同时教者本身也累得够呛。应记住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

其次，在教学中要注重教会学生学会预习。在平时，布置学
生预习时，总是这样布置：“把下一篇课文预习一下，课文
读一读，生字写一写，不懂的词语查一下字典。”现在想来，
这样布置的预习任务含糊不清，学生在实践时自然是马马虎
虎的，也谈不上效果了。通过这次活动，应该意识到要想课
上的轻松，课前必须下功夫，必须培养学生的预习能力。布
置任务要具体，检查要及时。要让预习真正能为课堂教学做
好铺垫，开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