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 丑小
鸭的教学反思(大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一

《丑小鸭》这篇课文讲的是丑小鸭因“丑”而到处受人欺负，
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终因由丑变美而获得了新生的故事，
在教学中，为了教出祖国语音文字的美，为了让学生感受到
一片浓厚美的氛围，我重视学生的感知性活动，让感知性活
动发挥以下功能，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想象。

一、发挥感知激趣功能

直观形象是反映在学生头脑中的直观印象，反映的对象是非
符号性和象征性物体，小学生们的思维特点是直观性强，形
象思维仍起重要作用。

在教学《丑小鸭》时，为了一开始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老师利用幻灯和图片突出了丑小鸭的“丑”，让学生在感知
中体会到了丑小鸭当时的艰难处境，帮助学生在内容上形成
上位概念，并培养他们的语言感受力，为进一步理解课文打
下基础。

二、发挥感知质疑功能

低年级小学生思维的基本特点是形象性，因此，感知环境尽
量做到能多感官感知，包括视觉、听觉、动觉等，其中视觉
形象直观性尤为强烈，在教学中，老师通过简笔画把丑小鸭



生活的环境都勾画了出来：从家到森林、从芦苇地再到冰面
上，每到一处，都用不同的语言配合简笔画把丑小鸭的生活
环境勾勒出来，并在创设情境中引起学生的合理想象，产生
疑问。

如，在森林中时，老师渲染出了一片欢乐的气氛：这儿可热
闹了，听，松鼠蹭蹭蹭地窜上树梢；看，小鸟儿正站在枝头
唧唧喳喳地炫耀自己的歌喉呢，丑小鸭心里很高兴。在这欢
乐气氛中引导学生感受丑小鸭的心理活动。热闹中对比出丑
小鸭的孤单受欺负，从而让学生自己产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境况的疑问，并产生对美对丑的正确评价。

三、发挥感知表象功能

感知自身最主要的功能是积累表象。这就要求教师进行引导，
以积累正确而有序的表象，有用且有意义的表象。

在教学中，老师主要抓住丑小鸭的丑及受人欺负，感到孤单
这条主线来展开感知。通过幻灯、实物、学生表演动作、简
笔画等手段引起学生对丑小鸭的同情，从而给学生以强烈的
印象。

四、发挥感知想象功能

感知想象又叫感知欣赏，这是感知过程中的较高境界。在教学
《丑小鸭》过程中，老师把音乐艺术形象与语言艺术形象结
合起来，创设与学习内容相适应的音乐形象以渲染学习情境：
当春天来临时，在《春之声圆舞曲》中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
白天鹅，在音乐声中让学生闭上眼睛，耳边想起老师的配乐
朗诵：

“小草儿路上绿了，耳边似乎听到鸟儿的叫声。春天，是年
年岁岁又一次蓬蓬勃勃的开始。瞧。湖面上的冰融化了，透
明清亮的湖面上映出朦胧的薄雾，映出洁白的云朵，更映出



了鲜艳的`桃花。”

优美的音乐旋律，使学生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产生了情感
的共鸣，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二

在我执教的二下语文《丑小鸭》一课中，有成功之美，也有
不足之处，总结整理如下：

“读”是语文学习的一个基本途径，是语文课堂的主题活动。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在学习第三
自然段中，我抓住“除了、都、欺负、讨厌、孤单”等词语
重点理解，他们能更深刻感受丑小鸭的悲惨命运，更好地把
握课文内容，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让他们声情并茂地朗读。
教学中采用自由朗读、范读、指读、齐读等各种形式的朗
读“以读促讲”，让学生在情景中朗读，在读中思，在读中
悟，领悟课文的主旨内容。

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提出问题“大家在欺负他的时候会怎么
说？怎么做？”让学生想象并用自己的语言和肢体语言来表
达，从而融入课文情境；“丑小鸭在树林里还会受到谁的欺
负？在你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情景？”引导他们展开想象，
孩子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当时的情景,去想象丑小鸭的心情,
去想象丑小鸭当时那种孤独的境遇之后,他们的心与丑小鸭贴
得更近了；在读完第五自然段时,老师动情地说：“面对昏倒
在冰湖上的丑小鸭,如果你就在他身边,你会怎么说,又会怎么
做呢？”孩子们的心显然被深深打动了,有的说丑小鸭太可怜
了，如果我看见了，我一定收留他，有的大声鼓励丑小鸭坚
强。学生们纯真的心灵与“丑小鸭”的美好心灵产生了共鸣，
他们体会到了文章的情感,初步体验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教学快结束的时候，我这样引导：“面对种种困难，丑小
鸭坚持不放弃，艰难地活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



鹅。学完这一课，你一定有许多话对课文中的人物说，你想
对课文中的谁说些什么？”这一开放性问题，再一次拨动了
孩子们心灵的琴弦。有的.孩子对欺负过丑小鸭的人说：“你
们不应该看不起别人，说不定，以后别人比你更出色呢！”
有的对农夫说：“谢谢你救了丑小鸭，我以后也会像你一样
帮助别人的。”等。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内心的真
实感受，使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再一次与教学目标相吻
合。.

在第二自然段，我让学生找出描写丑小鸭丑的词语“又大又
丑、毛灰灰的、嘴巴大大的、身子瘦瘦的”，在第七自然段，
我也让学生画出描写天鹅的词语“湖面映出一个漂亮的影子，
雪白的羽毛，长长的脖子，美丽极了！”但我没有做到前后
照应，把丑小鸭变化前后相对比，应该让学生把丑小鸭变化
前后的词句放在一起对比后多读两遍。在读中更好的理解，
加深印象。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三

《丑小鸭》的语言优美富有情感，并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
过分理性的肢解只会破坏文章带给读者的整体美感。因此，
我在设计这堂课的教学时，打破了以往教学中过分注重理性
分析的教学设计，而是让感性教育去呼唤孩子们心灵深处最
美好的情感，去引发他们对文本内涵的感悟。

一，课文重组，激发情感。

通常《丑小鸭》的教学结构都是按丑小鸭的命运情节发展来
组织课堂教学。也就是说教学内容延伸的过程和课文的情节
发展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处理这篇文章的教学结构时，把丑小鸭的痛苦经历紧紧
地结合在一起：丑小鸭从出生以后受到家人的欺负，到离家
出走以后的不幸遭遇。通过朗读，想像，感受丑小鸭的不幸。



再回过头来学习丑小鸭看到白天鹅一部分，学生自然而然地
理解了惊奇，羡慕这两个关键词，感受到丑小鸭渴望得到温
暖，得到关爱的心情。通过老师的导语反复跟前面的磨难相
联系，相对比来组织教学。这样内容上的反差，感情上的对
比，使孩子们对丑小鸭的磨难会有更深刻的感悟，为学生学
习下文，使孩子们对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后，那种幸福，那种
快乐，那种兴奋有更深层次的体验。

这样的安排，较按情节发展线索来安排教学，更有利于激发
孩子们的感情，也更有利于加深孩子们对丑小鸭由磨难到最
后成为天鹅后的那种快乐的感悟。当孩子们在经历了几次感
情起伏的跌宕，与丑小鸭一起从心底里发出快乐的呼喊时，
丑小鸭的形象，丑小鸭的感情，丑小鸭的精神真正走进了孩
子们的心灵。

二，情境讨论，激发想象。

在教学丑小鸭的三次磨难中，我有意识地渗透了感性教育的
理念。设计了三个侧重点不同的感性化的讨论点。在教学丑
小鸭离家出走一段时，我问孩子们：哥哥姐姐欺侮他，小伙
伴们嘲笑他，连妈妈也不太喜欢他，丑小鸭心里会怎么想你
认为丑小鸭离家出走对吗孩子们不但能抓住课文内容体会丑
小鸭的痛苦遭遇，并能结合实际探讨自己在遇到困难时，我
们应该做怎样的选择，这也是对孩子们一次挫折教育。在孩
子们读完第四自然段后，我又问：读了这段，在你眼前仿佛
出现了一幅怎样的情景孩子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当时的情景，
去想象丑小鸭的心情，去想象丑小鸭当时那种孤独的境遇之
后，他们的心与丑小鸭贴得更近了。在读完第五自然段时，
老师动情地说：面对昏倒在冰湖上的丑小鸭，如果你就在他
身边，你会怎么说，又会怎么做呢孩子们的心显然被深深打
动了，他们有的大声鼓励丑小鸭坚强，有的说要把丑小鸭抱
在怀里带回家去，有的转而替丑小鸭表达愤慨，表达不平。

感性化的讨论，点燃了孩子们的想象，让孩子们在想象中走



进文本，与丑小鸭同命运共呼吸，真正走进了丑小鸭的心灵。

三，深化主题，点燃心灵。

在这堂课的主题挖掘上，我更关注学生从丑小鸭身上自己感
悟了些什么，这不是老师强加给学生的，他们更容易理解和
接受，同时这些带给他们的人生思考，启迪也更容易内化为
自己的行动。在孩子们读完《丑小鸭》后，我不失时机地点
拨：读了《丑小鸭》，你有什么想说的，请写在你们手中的
白天鹅身上。孩子们的心灵被丑小鸭的故事点燃了，他们有
的写到：战胜磨难，取得成功的秘诀――相信自己，我能成
功！不能笑话别人，笑人不如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
量。我想我们应该像农夫那样，做个善良的人。我想对大家
说，逆境使人坚强，磨难成就人生。我想对自己说，遇到困
能要坚持。我想对大家说，不怕别人瞧不起，就怕自己不争
气。这是情思的浪花，是孩子们感悟的浪花，更是他们生命
的浪花！在感性教育的火焰中，孩子们的心灵被点燃了，散
发出异彩纷呈的夺目的光华。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四

一、给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在课伊始，理解了课题，简要学习了生字词后，我便出示课
文最后一段，请学生仔细品读：“‘新来了一只天鹅，一只
美丽的天鹅!’孩子们在湖边叫起来。丑小鸭太高兴了，他扬
起翅膀，伸长脖子，从心底里发出快乐的呼喊：‘我做梦也
没想到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初读之后，学生知道这是丑
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兴奋、喜悦的心情。但深究下去，却并不
只是这么简单。丑小鸭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为什么会发
出快乐的呼喊?他究竟怀着怎样的一种感情呢?是什么让丑小
鸭如此兴奋、喜悦呢?这些问题是打开文章思路的重要环节。
于是我引导学生针对这段话提出些什么问题。学生准确的把
握住了问题的关键，于是课堂的教学因疑而起，学生的探究



热情开始激发。

二、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

课中，我有意识地设计了这样一段导语：“我们在知识的海
洋里遨游时，总会遇上大大小小的风浪，只要我们不怕困难，
勇敢地向问题和困难挑战，就一定能获得成功。这节课，就
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信心?”这些话既是鼓励
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又暗中渗透了本文的精神——战胜困
难、顽强生活。学生在我的鼓励下便开始分成学习小组自主
学习，读读、划划、想想、议议，积极从课文中寻出问题的
答案，为后一环节的交流作准备。

三、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堂”

学生围绕“丑小鸭为什么会发出快乐的呼喊?他怀着怎样的心
情?”两个问题，自己的发现和理解与同学进行交流，在交流
中学生将不断的深入体会丑小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而教师
就在其中起点拨作用，引导学生更深透的领会文章的内涵，
进而产生对丑小鸭以前不幸遭遇的同情，在感情上与丑小鸭
发生强烈的共鸣，为下一步的升华感情、明理导行埋下感情
的伏笔。

四、给学生一个“感悟的课堂”

不过，本课的课堂教学中出现了些许的遗憾，在把握课堂机
制上，课堂每一环节再紧凑方面尚需努力。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五

上了《丑小鸭》一文后，我在思考应该怎样引导孩子理解课
文内容，指导他们读好这篇童话才是教学的真正难点和重点。
因此针对自己的这节课有以下有几点反思：



“读”是语文学习的根本途径，它应该成为课堂的主题活动，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始终牢牢把握住让“学生进行各种各样
的读”这条主线组织教学，给予学生读的时间和空间，并借
助一定的方法，激发学生阅读的欲望和空间。例：揭示课题
后让学生自由地朗读课文，从读得正确到读出一定的语感；
默读课文是让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指名读，男女分角色读，
这些多种的读书形式让孩子在读中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尤其是读“丑小鸭”是如何的丑以及变成白天鹅的语句时，
学生们体会的很到位，第一位学生读完，没有读出那种感觉，
孩子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迫不及待的想自己去读读。
这时，我将美丑的句子进行前后比较，师生对读，生生对读，
越读越有味，感情一遍比一遍激扬。在体会丑小鸭遭遇不幸
段落时，我采访了几位学生：丑小鸭，你百般被别人欺负，
你的心情怎样？（伤心）请你带着这种感情读读。丑小鸭，
当别人骂你时，你的心情怎样？(难过）那也请你带着这种感
情读读。学生在一遍遍的感化下，已经入情了，学生刚开始
还觉得好笑，而此刻个个陷入了伤心之地。

想象也是我在课堂上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堂课上，
我多处让学生发挥想象，让学生插上想像的翅膀，比如：丑
小鸭除了遭遇这些不幸，它还会遇到哪些不幸呢？生纷纷举
手回答，有的说可能会被蛇咬，有的说可能被猎人的枪打死，
还有的说可能被大象的脚踩死（众生纷纷笑）......说完又
是一次朗读训练。你是丑小鸭的朋友你会怎样嘲笑他？如果
你是丑小鸭你会想些什么？尊重每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和生活
经验，并让他们带着自己的感受来读课文，让他们用稚嫩纯
真的童心自由地去体验自然，想象会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学
习生活有所感悟，有所提高。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案丑小鸭含反思篇六

我今天顺利完成了《丑小鸭》的教学任务，但我的心却久久
不能平静。



这堂课自我感觉应该是成功的。提前备课，并参看别的老师
的教学设计。这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应为“对丑小鸭经历
的感想和认识”。前面的字词目标及内容感知目标如平时一
样，但到了重点目标“丑小鸭的经历对自己的启示”时，我
没有想到，学生不仅回答踊跃，而且见解独特。像孙广红同
学分析道：我们应该学习丑小鸭能以平静心态对待歧视、打
击，朝着既定目标奋斗不止、乐观向上的精神；卢立鹏同学
分析道：对自己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讽刺挖苦和制造麻烦的小
人，我们不需要仇视他们，还可以去感激他们，因为，正是
他们的歧视，才使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懂事……学生们的这些
纯真而又坦诚的思想，真的让我刮目相看，这样的效果，比
老师把自己的观点读出来让学生接受强的多。

通过这课的教学，使我明白：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
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去思考，让学生去分析；一定要相信学
生并给予学生机会。只有这样，不仅能让老师省气，更有助
于培养学生敢于思考敢于上进的能力。

把阅读、分析的权力交给学生，就是我上这节课的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