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小池教案反思 小池教学反
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小池教案反思篇一

一堂好课需要什么？我觉得它必须有生命，这堂课要为学生
的学服务，而不是仅仅为了教。如果课堂上尽是死气沉沉的
教，那么课堂一定是了无生趣，何来生命呢？生命是有肉体
和灵魂的。一堂好课的肉体也许就是教师的各个教学环节，
而灵魂就是这堂课学生所领悟到的东西。教师对教学环节的
驾驭如果没有灵魂的主导，恐怕很难让整堂课有活力；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对教材的解读没有到位，对教材的目标把握有
失偏颇。

《小池塘》是苏教版一年级下的一篇写景美文。春天来了，
小池塘被美丽的春风姐姐吹醒了，它的样子可爱极了，像一
只明亮的大眼睛。这只大眼睛白天和晚上看到许多美好的事
物，从这只大眼睛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彩的世界。其实美就
在我们身边，只要用眼睛去发现，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你
的世界就是美好的。

一只（ ）大眼睛 一只（ ）气球

一只（ ）小船 一颗（ ）珍珠

如果先让学生读，再让他们添上形容词，这种对比体会语言
文字的美也许比直接读更加影响深刻，孩子们也会懂得使用
上优美的词句会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这才真正达到了提高



学生语文素养的目的。

让孩子感悟美，我又是怎样做的呢？指导朗读课文的第二自
然段，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内化，让孩子们体会到小池塘的可
爱、世界的美丽。你喜欢哪种景色，请自己美美地去读一读。
孩子们能体会到文中描绘的景象吗？我为他们在黑板上画了
一幅简笔画。一年级的学生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缺少
充足的生活经验，老师的简笔画是一幅白天的小池塘，晚上
满天星斗的景象需要学生的想象，而这正是他们生活经验所
缺乏的。学生读不好，教师的示范作用很重要，可是最终还
是要让孩子通过语言文字能体会大自然的美呀？指导学生想
象美，借助语言文字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想象可爱的小池
塘的夜景，在通过音乐的催化作用让学生美读效果会更好。

感悟美，还要发现美！这是本课重要的教学目标之一。

小燕倒映在池塘里，像一把黑黑的剪刀。

柳条倒映在池塘里，像......

圆月倒映在池塘里，像 ......

倒映在池塘里，像....

我把这一环节不小心丢了，这一拓展环节就像生命体重要的
臂膀，它要训练孩子们对生活的观察能力，训练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更是他们发现美的“眼睛”。少了这一环
节，“五彩的世界”缺少了鲜艳、缤纷的色彩，失去了课堂
中生成的精彩，“语文味”淡了。

这个“不小心”让我的课堂失去了发现美的“眼睛”，这
个“不小心”让我的学生失去了创造美的机会，“逝者如斯
夫”。



小班小池教案反思篇二

本课是一篇形象生动、内容新颖、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的散
文。写的是春天到来是小池塘的名利景象。全文共三个自然
段。第一自然段写醒来的小池塘像明亮的大眼睛。第二自然
段是写白云、太阳、月牙、星星倒映在小池塘里的景象。第
三自然段概括写小池塘的美。课文运用拟人化的写法，展开
了丰富的饿想象，赋予静态的池塘以动感和生命，给人一种
美的饿愉悦。

课文《小池塘》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大家展示了春天小池
塘美丽多姿的一面。教学的`重点就是要让学生在诵读中浮现
小池塘优美的画面，感受到小池塘的景色美，感悟到课文的
语言美. 他们喜欢小池塘，喜欢朗读，渴望读好课文. 通过
两个问题：小池塘像什么？小池塘的睫毛是什么做的？不仅
使学生从整体上抓住了小池塘的形美和神美，同时也深入体
会到了课文语言组织的精妙之处，体验文章的语言美。“一
闪一闪”、“明亮”、“长长的睫毛”这些词语写出了小池
塘美丽的特点。抓住这些词语指导学生进行感情朗读，就能
使学生读出小池塘的美丽，读出对小池塘的喜爱。由于学生
已经进入了课文优美的意境，对小池塘产生了喜爱之情，因
此在朗读这一段时，学生很容易就能读好这些词语，读好课
文。教学中没有老师过多的讲解，有的只是老师激励性的评
价和学生自己情感的流露。学生在一遍一遍朗读的过程中，
一次一次地加深了对画面的透析，对文章语言的理解，并最
终跳出画面完全融入课文的语言美之中。在指导朗读时，我
鼓励学生边读边想像，通过老师的范读，为学生提供了边读
边想的范例，使学生在自己尝试的时候有法可循，情感自然
流露。

师：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笋娃娃从地底下钻出来迎接春姑
娘，春姑娘又派春风姐姐去唤醒沉睡一个冬天的小池塘。春
风姐姐轻轻吹了一口气，小池塘就醒来了，今天我们来学习



《小池塘》。

1、小池塘在你印象中是什么样子的？（轻轻的，静静的）你
觉得它怎么样？（美）

2、 面我们就来看看课文是怎么样写小池塘的美？

二、

师：不过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必须把字音读准确，课文读
通顺，下面同学们先把课文读一次，课文比较长，生字也比
较多，遇到不熟悉的字划出来，多读几遍，看你读几遍能把
这个文章读下来。

生自由读课文，师巡视。

师：谁愿意站起来让大家检查一下，看你把这些字音读准确
了吗？

（师出示生字词）

姐姐 吹气 水波 一只 鲜红 芦苇 睫毛 倒映 白鹅 珍珠

指名读，生正音，小老师指读。

师：这些字词大家都读准确了，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的
识字方法，我们一起来认一认，看看哪个小组认的最快？
（开火车检查）

师：同学们这么快就认会了生字词，真厉害，谁愿意把你喜
欢的自然段读一读。

师：课文能读得这么好，看来识字对读通课文有着很大的帮
助，同学们以后一定要努力去认识更多的字。



1、师：现在请大家读读课文第一自然段，看看课文哪些地方
最能体现小池塘的美？

（池塘里的饿水波一闪一闪的，像一只明亮的大眼睛。池塘
边的芦苇长起来了，像长长的睫毛）

2、师：为什么说小池塘像一只大眼睛呢？

请生表演一眨一眨的，你觉得这是一只怎么的眼睛？

师：是呀，这是一只水汪汪，亮闪闪的大眼睛，谁能读好这
段话？（指名读，齐读）

3、这只大眼睛看到了什么？自由读读第二自然段，用笔划出
有哪些景物？

生：我最喜欢白云的倒映，就像一群白鹅，很可爱。

师：白云倒映在池塘里还像什么？

生：我最喜欢太阳倒映在池塘里，像鲜红的气球。

生：我最喜欢月牙倒映早池塘里，像弯弯的小船。

师：还像什么呢？

生：我喜欢星星倒映在池塘里，像珍珠一样漂亮。

（生读，师指导，范读，引读，让学生真正感觉到小池塘的
美）

师：小池塘多美呀，就像文中说的那样“明亮的小池塘……
世界”，你们知道“五彩”是什么意思吗？（五颜六色、五
彩斑斓、很多种颜色）



师：同学们的想像力真丰富，让我们一起把整篇文章读一读
（全体起来）

板书：

3、小池塘

白云……白鹅

小池塘 太阳……气球 美（五彩的世界）

（大眼睛 ） 月牙……小船

星星……珍珠

小班小池教案反思篇三

本组课文都是描绘了无限美好的祖国春光的。主要让学生在
朗读感悟课文内容中，积累语言，陶冶爱美的情趣，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山河、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小池塘》是一篇形象生动、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的散文。
写的是春天到来时小池塘的明丽景象。我教学的是第二课时，
所以在教学目标上，我把它定为：

1、学习本课的生字，能正确书写，并学习两个新偏旁。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图文结合，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春天到来时小池塘的明丽，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同时，我把教学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
课文，小池塘的美丽上。在具体实施教学时，我也是紧紧围



绕这些目标来进行的。现在，我就这节课课后的一些感想来
阐述一下：

由于一年级学生活泼好动、自制力差，注意力不易持久，容
易被一些新鲜奇异的东西所吸引。根据孩子的这些年龄特点，
这一课我主要利用课文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在教学
中还适当地运用相应的课件进行教学，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在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同时，
记得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说过：“好文章是读出来的，美文尤
需美读。”可见“读”的重要。新大纲也指出：“要让学生
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所以，本节课教学我以读
为主，通过感悟读，比赛读、男女分读、师生对读等，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和感悟能力。但是，也许是我设计
上考虑还不够仔细，我后来发现自己在指导学生朗读上还不
够细致，还不太到位，从而导致学生读得不太理想，也影响
到了对池塘“明亮、美丽”的深一层的理解。

在课文第二自然段的引领下，学生说得很好，尤其听到有学
生说“花朵倒映在池塘里，像一只美丽的蝴蝶”，我很高兴，
也很欣慰。但是，课后我也看到了自己思考设计的不周全，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难度还是高了点，虽然有学生说得很好，
但毕竟只是少数，这样的训练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同事的
帮助下，我决定在后面的课上，我要先给学生一点提示，降
低一点难度，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想象，体会出池塘的明亮
与美丽。

小班小池教案反思篇四

《古诗两首》是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其中《小池》
一诗作者通过对小池中的泉水、树阴、小荷、蜻蜓的描写，
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表现了诗人对
自然景物由衷的热爱。



新课程提出，要重视学生自己的体验。读这首诗，小朋友看
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体
验。让他们读一读，说一说，想一想，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
法。在学习《小池》这首古诗时，从两个大问题：你觉得这
首古诗是描写哪个季节的，为什么？如果让你给这首诗配一
幅图画，你会画些什么？让学生走进古诗，独立思考。是初
夏还是盛夏？是荷叶还是荷花？在一个个新问题的萌芽到解
答，孩子们的发现是有依有据的，从孩子们的一言一行一读
中，我已充分感受到孩子们已被诗人把描绘的一个泉眼、一
道细流、一池树阴、几支小小的荷叶、一只小小的蜻蜓，构
成一幅生动的小池风物图，而深深吸引。孩子们领略到了小
池塘的自然风情，接受美的熏陶，这足已！这就是“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美。

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孩子是富于想象的。所以，教
学古诗《小池》时，我让学生反复诵读，重点指导学生读好
最后一句“早有蜻蜓立上头。”教学生一字一顿，摇头晃脑
地朗读，在抑扬顿挫中读出蜻蜓的可爱和俏皮。然后播放欢
快的轻音乐，要求学生闭上眼睛朗诵诗歌，想象蜻蜓飞到荷
叶上来干什么。有的学生说：“蜻蜓飞累了，把荷叶当停机
坪，休息一会儿。”有的学生说：“蜻蜓口渴了，飞到荷叶
上想喝点露珠解解渴。”有一个学生更有想象力，他
说：“蜻蜓在空中飞呀飞，它看见新长出来的荷叶，就飞下
来和它聊聊天。”多么美妙的想象。

这节课，孩子们的表现还比较满意的，他们真正融入课堂，
走进诗情画意的古诗，学习的兴趣浓厚，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小班小池教案反思篇五

《小池塘》是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一篇课文。一年级的孩
子刚接触课文，所以训练重点在课文的朗读上。本单元的情
感训练点是让学生感受祖国山河、大自然的美。基于这些训
练点，我的教学设计紧紧围绕这些目标展开。



在教学《小池塘》一课时，我采用从图到文，图文结合的方
法引引导学生想象文章的美。通过引导学生看图让学生初步
了解小池塘的美境，然后再阅读课文，使学生体会到小池塘
白天的美丽和夜晚的宁静的特点。指导学生朗读时仔细揣摩
体会语言文字描绘的画面，品味作者对小池塘的热爱和赞美
之情。

我运用图片、简笔画、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教学辅助手段，渲
染课堂，把抽象的内容具体化。课堂因生命而美丽，教学因
生成而精彩。学生充分自主，真情投入，教师悉心聆听，倾
情奔涌，师生在宽松和谐、互动合作、情趣横生的空间里展
开心灵的对话，在对话中生成，在生成中引导，在引导中感
悟。

在本课中，我尽量将我的评价性语言贴近孩子的生活，贴近
孩子的年龄，因为只有亲切、真挚的语言才会对学生的学习
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低年级的阅读教学不是说不要对字词
的理解，相反，这种理解还相当重要。但是，从孩子们的理
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来说，孩子们可能并不能完全用自己的语
言来表达字词的意思，所以，孩子们就更需要用朗读来外化
自己的理解。感悟不是通过教师的讲解就能获得的，只有让
学生潜心读书，自己咀嚼语言文字的滋味才能实现，也才能
体验到语言文章了包含的情感。“鲜红”一词的理解，完全
没有孩子们的解释，而是通过不同的评价语言让孩子们朗读
出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我敏感地抓住学生朗读中的“亮点”
作为“切入口”：“嗯，有一点点红了！”“真的是很红的
气球呀！”使学生在对话中不露痕迹地读得有滋有味，读得
声情并茂。

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描写了春天的小池塘美丽多彩的美景，
其中“美丽的小池塘，明亮的大眼睛”写得尤其灵动优美，
这就是文章中小池塘的“意象”外化，整篇文章都是围绕
这“眼睛”二字出来的。我引导学生把内心对小池塘的喜爱、
赞美融化在朗读中，学生读的有滋有味。



但是，上完这节课后，我觉得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没有完成教学内容。本学期我们进行“语文主题学习”
实验，要求在课堂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课内知识，三分
之二的时间拓展阅读，可是我居然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去
上这篇课文，以至于后面拓展的阅读没有时间展示。这是我
的理念问题，还没有更新，没有转变，总是处于不放心状态，
所以不敢放手，导致老师很累，效果不好。

二、朗读指导不到位。本来在设计时我是想通过营造氛围，
抓住重点词句来指导学生朗读。谁知，教学的过程中我把这
些给全忽略了。究其原因，时间安排不合理，慌张之下给漏
掉了。

三、准备不充分。对自己的教学设计不熟悉，对环节的把握
不准确，造成内耗。对本文所体现的情感目标没有明确告知
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