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麻雀教案及反思(大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一

一、教学常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能听懂不同
的音乐口令，如上行音阶起立，下行音阶坐下等等。学生基
本能做到听到音乐就坐好，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发
声练习的时候，我邀请同学们搭趁音乐的小列车，用lu来演
唱，但是提要求的时候不够明确，导致一些同学在演唱时没
能按照要求来唱。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把每一个要求落实
到位，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学生明白做什么和怎么做。

二、教学效果。整节课下来，基本按照教学目标完成了教学
内容，学生能完整演唱《小麻雀》并通过动作感受小麻雀生
动的形象。但是在教唱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第三
句歌词“见了小朋友”，部分同学没能把三拍唱足，还有休
止符的停顿等细节的处理，仍需改进。

三、教学设计。本节课的环节设计比较适合二年级的学生，
熟悉旋律到选择列车、动作模仿到歌曲学唱，教学过程比较
顺利，但是疏忽了课堂中的机动环节，完成教学内容后，还
有余多的时间，只能用来表演唱和比赛，不免有些浪费。在
以后的教学设计中我会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设计，使学生在课
堂上充分地利用时间，以便更好地掌握音乐知识。

四、教学评价。这是我比较薄弱的环节，当学生给出正确的
答案时，我没有及时地给予正面的评价，没有及时的鼓励学
生，建立起学习的积极性。感谢各位老师对我提出的建议，



这是我在今后教学中必须注意和改进的地方，要想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富有童趣的夸奖和积极正面的评价是必不可
少的。

这是我第一次进行随堂上课，不免显得有些紧张，课堂中时
常出现忘词的情况，究其原因是自己对教材的生疏和教学经
验的不足。因此，在今后的备课过程中我要加强对教材的'分
析，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还要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取长补
短，争取在学习中不断进步！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二

《麻雀》主要讲了一个麻雀妈妈为了救小麻雀而与猎狗展开
的激烈的斗争，体现出了母爱的伟大。本文的教学重点有两
点：一是了解本文的叙述顺序；二是在对比描写中体会母爱
的伟大。按照厘清的思路进行教学设计并进行教学。

随后，我回顾了整堂教学，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主要内容的理解给予学生的范句太宽泛，没有一个固定的
标准。

2、猎狗与小麻雀的对比教学时间过多，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时
间留给老麻雀与猎狗的对比教学上。

3、对于老麻雀的描写句子体会不够深入，应由句到词，抓住
关键，层层突破。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三

先说课，再上课，然后教后反思。说实在话，中小组织的这
次青年教学比武活动搞得真是实实在在，教者没有哗众取宠，
组织者也没有留于形式。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通过活动
对我帮助也很大。在这儿，对自己的课堂教学作简要的回顾



与反思。

首先，对学生的了解。因为是借班上课，学生完全陌生，一
堂课下来，觉得要上好一堂课，在上课之前应该对所教学生
作必要的交流了解。今天，在这个方面，自己感觉做得欠缺。
教学过程的顺利展开，执教老师必须要考虑学生知识、能力
水平等。课前“闲聊”，我本想让学生背诵古诗，然后教师
小结，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后来临时改成让学生说说自己的
心理话：你最喜欢上什么课？尽管是课前谈话，我觉得这个
话题较好，学生有话可说。这样在说话过程中师生关系就能
渐渐融洽，为课堂教学的正式进行提供了比较的氛围，也为
课堂教学作了一些铺垫。

其次，关于谈话揭题。在说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一开始，
我想以学生秋游动物园，见到自己哪些喜欢的而有趣的动物
作为话题导入：有一只并不起眼的麻雀；后来，又考虑以韩
红的歌曲凄凉的《天亮了》引入，担心歌曲会“喧宾夺主”，
因此，最后根据《麻雀》一文作者写于1870年左右，距今
约130多年的时间，结合本文揭示的人文内涵给人的启迪等方
面考虑，决定用谈话导入：有一只麻雀它已经活了130多年了，
你相信吗？作为话题导入。课堂实践下来，我觉得还是达到
了我的预设要求，这一话题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同时也为后
面的主题揭示作了一个铺垫吧。在这里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在
备课过程中一个疏忽的地方，那就是既然提到了麻雀活了130
多年，那我应该事先准备一些有关动物寿命方面的信息。特
别是麻雀，一般情况下能活多长，以此来显示本文麻雀的不
一般。

第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这一环节中，我觉得初读课文
时，对学生初读课文的要求不能太多。因此，我在一般预习
课文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这一次在读的要求上，我稍作调整，提醒学生读的时候要注
意自己的感受及心情变化，这是为下一教学环节（品读
第4、5自然段）作准备。对于这一要求的调整，在课堂实践



中，我觉得应该是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在学生初读课文时，
我有意识地抓住一名叫陆玲玲的学生，这位学生的读的过程
中，在遇到读不准的字词时，能自觉地查阅字典。我结合本
文中“摇撼、嗅、扎煞”等词语的教学，教育学生，预习课
文要养成认真朗读的习惯，在读不准的情况下，要不怕麻烦，
能运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这样一个教学临时处
理，对陆玲玲，对其他的学生都是有益的。当然，在指名学
生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点评及朗读指
导，这在后面的理解阅读过程中同样体现出来，这应该是自
己的不足之处，今后应努力之。对课文内容的整体了解，我
着重通过简要的板书来体现：

第四，关于抓住重点段中的重点词句，细读感悟。课堂教学
下来，总体感觉比较凌乱。教学设计本想抓住：“可是它不
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大的力量使
它飞了下来。”“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
头似的落在猎狗面前。”“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小麻
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等句子展开，教师点拨并进行有
感情的朗读，然后教师总结：老麻雀后悔吗？老麻雀有拯救
自己孩子的能力吗？没有。因为谁都知道，面对它的是一只
庞大的如怪物般的猎狗，跟猎狗斗，这无疑是以卵击石。虽
然这样，为了小麻雀，老麻雀准备着一场搏斗，准备着一场
力量悬殊的搏斗，准备着一场没有悬念的搏斗。多么可敬的
老麻雀，多么伟大的老麻雀，为了自己的孩子，老麻雀愿意
付出任何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结果教学中，这一重要环节，
没有把握好。品读文章，给人的感觉大概是蜻蜓点水；同时
也没有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朗读。我想这应该是我今后课堂
上努力改进的重要方面。

最后，关于说话片段的设计。“猎狗愣住了，它可能没料到
老麻雀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没料到（），没料到（）”课堂
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冷场”，我当时挺纳闷：为什
么学生会说不上来呢？后来我发现，在出现说话内容时，应
考虑学生的能力，降低难度，让说话内容逐个出现为好。这



改动虽然是较小的，恰恰说明我在备课时还没有真正从学生
的角度去考虑。

上好一堂课，真的不容易。通过这一次教学实践活动，我觉
得平时应克服“眼高手低”的习惯，踏踏实实，虚心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四

《麻雀》主要讲了一个麻雀妈妈为了救小麻雀而与猎狗展开
的激烈的斗争，体现出了母爱的伟大。本文的教学重点有两
点：

一是了解本文的叙述顺序。

二是在对比描写中体会母爱的伟大。

按照厘清的思路进行教学设计并进行教学。

随后，我回顾了整堂教学，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主要内容的理解给予学生的范句太宽泛，没有一个固定的
标准。

2、猎狗与小麻雀的对比教学时间过多，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时
间留给老麻雀与猎狗的对比教学上。

3、对于老麻雀的描写句子体会不够深入，应由句到词，抓住
关键，层层突破。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五

《麻雀》这篇精读课文叙述了一只老麻雀在猎狗面前奋不顾
身地保护小麻雀的故事，歌颂了热爱幼小者的高尚品质。



刚看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就被文章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文
字所吸引，更被老麻雀的精神感动着。但要让学生感受老麻
雀为了保护小麻雀而表现出的那种博大的母爱,学生可能有点
儿困难。因此，在设计教学流程时，我先设计从找老麻雀保
护小麻雀这种伟大的母爱精神的句子着手，让学生自己感悟
和体会为主。学生门的感悟和体会都很深，而且非常完整，
尤其让我惊讶的是，学生的朗读超乎了我的想象。

可以说，从他们的朗读中，我真正找到了语文的魅力。最后
我延伸到课外，让学生说一些母亲平时对自己关爱的事，同
学们说到：妈妈每天煮饭给我们吃，很辛苦；我们生病了，
妈妈总是日日夜夜守护着我们……同学们最好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整课得到了升华，也展现出了学习本课的目的，听到这些我
感到很欣慰。 当然，整个课堂教学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
忽略了那些学困生，这种做法确实要改了。今后应力求让学
生全面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让每个学生都开开心心地学习。

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自己语
文的课堂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六

这篇文章的语言的确不难，学生几乎一读就懂，文章的主题
学生也能很快捕捉到。因此，在教这篇文章时，我先让学生
谈读了这篇课文的感受或者说自己明白了什么，最后再让学
生提出自己不明白问题，教师给予归纳、梳理。

完毕之后，我紧抓住学生提出的`“庞大的猎狗为什么会后
退？”这一问题来统领全文，让学生去探究老麻雀奋不顾身
要掩护的小麻雀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麻雀，在学习救助场面时，
让学生划感受深的句子谈体会。



小麻雀教案及反思篇七

结合平日对小班幼儿的观察不难发现，他们在说话时，不太
会控制音量，有时很大声，常常会影响到别人，之所以选择
这节《爱唱歌的小麻雀》因为它是一篇充满关爱之情的温馨
小故事，作品围绕“爱唱歌的小麻雀却不能唱歌”的主线，
以小小的悬念吸引着孩子，通过简单重复的对话，使孩子慢
慢获得一份情感的愉悦，从而延伸为内化的行为。

同时，小班孩子对周围环境具有好奇心，尤其对小鸟、小乌
龟、小兔子等动物充满了关爱之情，而小班孩子在言语表达
上有些不完整、有些单一、个别小朋友还出现不愿意说等现
象。为了鼓励孩子们愿说、敢说，我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及
生活经验选择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让他们在喜欢的角色中
更加激发孩子其说的愿望。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语
言领域中提出“鼓励幼儿大胆清楚表达自己想法和感
受”“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理解和体验”根据这一教学目标
结合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水平制定目标。首先从认
知目标中让孩子理解故事，通过图片感知故事中动物上、下
空间方位。其次在能力目标中培养孩子根据图片内容参与故
事讲述,学说故事中对话部分。最后在情感目标中感受故事中
关爱朋友的美好情感,培养移情意识。在活动中我让孩子重点
学说故事中对话部分，同时突破难点让孩子感知故事中动物
上、下空间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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