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 语文小
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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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一

本节课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有充足的交流时间，围绕课文的.
重点问题和疑难问题，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发表独到的见解，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每个学生个体，由于身心发展、生活阅历等不同，存在着个
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上完后，我布置了“分层作业，
各显神通”，这些分层作业，正是从不同学生学习语文的兴
趣出发，让学生自主选择，积极展示。从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他们的学习需求，发展了他们的个性。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二

《小壁虎借尾巴》这篇童话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通过
小壁虎向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的事，让学生
认识到小鱼、黄牛、燕子的尾巴各有用处，了解小壁虎的尾
巴有再生的特点。本课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具有浓重的感
情色彩，适合有感情地朗读。本文通篇没有拼音，这为学生
的朗读带来了困难，因此在教学中我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能
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较轻松的课堂气氛中
理解了课文内容。

教学《小壁虎借尾巴》时，我给学生足够的读书机会，采用



多种形式，如：自由读、同桌合作读、分角色读、齐读等，
让学生真正投入读书之中。并在读书中自然引导识记生字，
在反复读书中扫清了生字障碍。开展小组读文，理清课文的
主脉，了解文章的内容，知道鱼、牛、燕子尾巴的功能；通
过齐读，揭示小壁虎不用借尾巴的原因。总之，只有让学生
充分地读文，才能有所收获。

我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充足的交流时间，围绕课文的重点问题
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发表独到的见解。围绕着小壁虎向别人
借尾巴的句子，去找找小壁虎的礼貌用语。并创设情境让学
生向同学借学习用品等的对话交流。同时让学生明白小壁虎
已经很有礼貌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把尾巴借给他。

学生了解到小壁虎长出了新尾巴之后，我问孩子们“你知道
这是种什么能力？”让学生明白“再生能力”。在学完课文
后我布置ww了课后去了解动物尾巴的妙用，到课堂上来讲一
讲。引导孩子们丰富自然科学知识。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三

?小壁虎借尾巴》在原来的教材中也有的课文，很多人作为公
开课讲过。要想出新，上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最后我把本
课的教学目标定在高效，两课时的任务，在一节课上完成。
低年级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朗读。要想在课堂上达到高
效，对于低年级来说，不是硬塞，而是在方法上下功夫。

1、随文识字更高效

枯燥无味的汉字怎么才能记住？其实最“土”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多见面。见面多了，自然就认识了。
但是如果只是一遍遍机械地去读，孩子们会觉得无味。于是，
我分散本课的九个生字，让孩子的学习课文时，在具体的语
言环境中识字，学生就会对生字有更深的认识。



2、大胆取舍，直奔重点

?小壁虎借尾巴》是本册篇幅较长的一篇文章。课堂上我抓住
了文章的重点段3、4、5段，这三个段落构段方式一样。重点
是对话指导。我本着朗读的这一目标，采用扶放结合的形式，
重点指导小壁虎和小鱼的对话。在读中，孩子们感悟到小鱼、
老牛、燕子，它们尾巴有着不同的作用。小壁虎借尾巴的原
因和结果，一笔带过。因为这些内容孩子在预习不难理解。

3、创设情境，指导朗读

在进行朗读指导时，我采用了变换角色的形式，让老师和学
生进入不同角色，相互对话。让学生在不同的角色中提升朗
读。最后到演角色水到渠成。

4、书写指导，重视方法

写字是低年级的重点也是难点。老师的方法指导更是重中之
重。写字前，我告诉孩子三注意：一是注意结构，二是注意
在田字格的位置，三是注意笔顺。写时，还有一注意：书写
姿势，通过儿歌强化孩子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四

《小壁虎借尾巴》是一篇看图学文的童话故事，课文借助形
象化拟人的手法，通过小壁虎向小鱼、黄牛、燕子借尾巴的
故事，讲了鱼、牛、燕子、壁虎尾巴的特点，揭示了“动物
尾巴都有用”这样一个道理。文章生动有趣，把小动物有礼
貌和它们之间真诚相待的美好形象表述得栩栩如生。通过这
次授课，我有很深的体会。

1、教学《小壁虎借尾巴》时，我利用猜谜语引入新课，吸引
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为学生了解壁虎奠定了基础。学习气氛
活跃，学习热情很高。总之，引入阶段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2、教学中我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小壁虎爬到什
么地方？它看见谁在干什么？小壁虎说了什么？对方是怎样
回答的？学生四人一组讨论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学生基
本能回答对，以后应该大胆让学生去自主的学。注意培养学
生的这种能力。在课堂上我还让学生分别扮演老牛、燕子、
小鱼并做动作引导学生朗读，体会小壁虎借尾巴时的焦急和
说话时讲文明、有礼貌。进行礼貌教育。有意识的指导朗读。
在总结时，让学生说说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用处。学生的
回答出动物的尾巴各有用处，不能缺少；小壁虎尾巴的作用
是逃避危难（我顺势告诉学生这叫再生功能，有这种功能的
动物还有很多如蚯蚓等）；动物没了尾巴就像我们人没有手
一样。总之，这节课的教学，我还用多媒体课件创造出一种
氛围，使孩子们能自然而然地将情感释放于朗读中，使他们
的感情在朗读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宣泄。

3、教学中的不足：分角色表演时不够到位，写话时不在状态。
究其原因，我的设计没有关注学生的已有认知，没有抓住学
生的兴趣点，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只想着如何去教，没有考
虑学生。在课堂上还没有完美地、恰到好处地使用课件辅助
教学，对学生的积极性调动得还不够，总之，这是我教学后
的几点感悟，在今后的课堂实践中我将不断总结、学习和提
高。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五

《小壁虎借尾巴》这篇童话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通过
小壁虎向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的事，让学生
认识到小鱼、黄牛、燕子的尾巴各有用处，了解小壁虎的尾
巴有再生的特点。本课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具有浓重的感
情色彩，适合有感情地朗读。本文通篇没有拼音，这为学生
的朗读带来了困难，因此在教学中我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能
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较轻松的课堂气氛中
理解了课文内容。



教学《小壁虎借尾巴》时，我给学生足够的读书机会，采用
多种形式，如：自由读、同桌合作读、分角色读、齐读等，
让学生真正投入读书之中。并在读书中自然引导识记生字，
在反复读书中扫清了生字障碍。开展小组读文，理清课文的
主脉，了解文章的内容，知道鱼、牛、燕子尾巴的功能；通
过齐读，揭示小壁虎不用借尾巴的原因。总之，只有让学生
充分地读文，才能有所收获。

我在教学中让学生有充足的交流时间，围绕课文的重点问题
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发表独到的见解。围绕着小壁虎向别人
借尾巴的句子，去找找小壁虎的礼貌用语。并创设情境让学
生向同学借学习用品等的对话交流。同时让学生明白小壁虎
已经很有礼貌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把尾巴借给他。

学生了解到小壁虎长出了新尾巴之后，我问孩子们“你知道
这是种什么能力？”让学生明白“再生能力”。在学完课文
后我布置了课后去了解动物尾巴的妙用，到课堂上来讲一讲。
引导孩子们丰富自然科学知识。

小壁虎借尾巴反思教学反思大班篇六

《小壁虎借尾巴》是一年级下册的一篇文章。课文通过小壁
虎向小鱼、老牛和燕子借尾巴的经过，讲了小壁虎的尾巴断
了可以再生的特点和小鱼、老牛、燕子尾巴的作用。对于一
年级的学生来说，课文没有注音，而且篇幅较长，存在一定
的难度。我给学生足够的读书机会，采用多种形式，如：自
由读文、小组读文、朗读、齐读、个人读等，不求形式统一，
只求学生真正投入。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自由读文，给每位学生一个比较个体的
自由散读的空间，起到读通课文，扫清生字障碍的作用；其
间，又展开小组读文，理清课文的主脉，了解文章的内容，
知道鱼、牛、燕子尾巴的作用；最后，齐读，揭示小壁虎不
用借尾巴的原因……总之，只有让学生充分地读文，才能有



所感知，才能有所感悟，同时也培养了语感。我在教学中紧
紧抓住“借”字，让学生想想为什么小鱼、老牛、燕子不肯
借尾巴，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有
利于学生表达能力的训练。以上是我这节课的教学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