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过河教学反思中班 小马过河教学反思
(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过河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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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河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因素和
情景我们无法预见。就以《小马过河》这一课为例，我来谈
谈自己在教学这一课时，如何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的。

一、适量的讲。用“四两拨千斤”和“牵一发面动全身”来
说明讲的适量也许是最适合不过了，在课堂上当讲而讲，讲
则必精。在《小马过河》一文中，我抓住“评”字，引导学
生评价小马的优缺点。接着，要求学生精读课文，根据自己
的感悟说说从哪些字、词、句中可以体会小马的优缺点。

二、适度的讲。所谓“适度”的“度”，就是从学生的认知
度出发。教师的讲应该让学生能够接受，应该依据学生生理
和心理的发展水平，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例如
《小马过河》一文的教学中，学生朗读妈妈对小马说的话出
现困难时，我花了相当一部分的时间讲，通过讲唤起学生已
有的体验，带领学生进入课文情境，引导学生步步深入，身
临其境。

三、适时的讲。课堂中教师的讲应该具有一定的时机，
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小马过河》，在谈到小马
的优点时，有学生说小马很“厉害”其实学生已经意识到了
小马的“勇敢”，只是苦于一时没有确切的词语形容，这时
候我便抓住小马的话引导“刚才这位同学说小马‘厉害’，
那么小马究竟厉害在哪里呢?我们一起读读小马的话，体会一
下小马的语气，就会明白了。”这一番“讲”，使学生的思
维找到了“支点”，他们通过朗读马上体会到了小马的“厉
害”在于它的“勇敢”，在于它的“敢干尝试”。

《小马过河》这篇课文中，小马虽然勇敢，但是没有妈妈的
正确、耐心的鼓励是过不了河的。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多讲
少讲并没有界限，关键在于“意”，而不在于“形”。小马



一定要自己过河，妈妈也可以尽情地说。文本并非仅是一种
物化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生命体，只在当阅读
主体对文本的这种生命意义有所觉悟，有所触动时，文本的
生命意义才会真正生存。

过河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小马过河》一课生动有趣，有许多对话，是分角色朗读的
好材料。而要真正达到分角色朗读的目的，需要以读好每一
个人的语言为前提。文中虽然“说”字相同，但“说”的语
气、神态、动作却不同，如“连蹦带跳地说”、“高兴地
说”、“认真地说”、“叹了口气说”、“难为情地
说”、“低下了头说”、“亲切地说”；还有“大
叫”、“问道”、“吃惊地问”；更有六个单一的“说”字。
于是，教学此课时，我便抓住不同的“说”进行教学设计，
强化朗读训练。

“不动笔墨不读书”。首先，我让学生边读边用曲线在文中
划出各种各样的“说”，然后分组共同试读，要求入情入境，
仿佛文中的角色乃自己，并以“谁读得有声有色，头饰将戴
在谁的'头上，角色将有谁来扮演”为“诱饵”，激发孩子读
的兴趣。学生读得投入，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朗朗的读书声
不绝于耳。生读，师读，生生互读，师生互读等多种读的形
式让孩子们“读书多遍不厌倦”。等由“读的量变”到“读
的质变”后，敲定分角色朗读的人选，示范过后，再以小组
形式给人人担当角色的机会，让人人过把“读”瘾。“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此时此刻，课堂的精彩与高潮便水到渠
成。

《小马过河》是经典的童话，它包容的东西太多，孩子们从
中悟得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层面的。阅读是极具个性化的
东西，只有给个性化的阅读交流的时间，我们才能听到“花
开的声音”。但是，我总感觉本节课上学生个性化阅读交流
的时间比较少，每个学生个性化的看法表达不够充分。以后



教学中，还要在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上多下功夫。

《踏石过河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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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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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河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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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