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蜗牛中班课件 蜗牛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蜗牛中班课件篇一

《蜗牛》一课采用了观察探究教学法进行教学，充分发挥了
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为学生创设一个和谐、愉悦的环境，
学生能够在自主的空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堂课中来，经
历一次科学家的探究活动。认真地去观察，探究、想象，收
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节课上得很成功。虽然听到下课的铃声，同学们还
是无动于衷，都不愿意离开他们喜爱的小蜗牛。直到上课间
操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当我听到同学们对蜗牛的描述时。
非常高兴，例如：邓浩同学写的观察日记：我观察蜗牛的壳
是右旋，很硬，它用腹足爬行，爬过的地方会有粘液。头上
有四个触角，触角上有眼睛，若要碰到它的触角，它就缩回
去了。它的牙很小。不容易看见，尾部越往后越尖。胡修雨
同学写道：蜗牛爬行很慢，爬过的地方很粘，因为它的腹部
队建设有粘液，它的尾巴是白色的，壳很硬，像个跑道，它
的壳是它的小房子，能帮它挡风挡雨。功夫不负有心人。作
为一名科学课老师要比其他教师多付出一些辛苦和精力，特
别是低年级的课程，要想上好每一节课，都必须在前一天或
者前一周的时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好
科学课。

为了让同学们能更好地观察蜗牛，在这节的前一周时间里就
开始布置收集蜗牛，精心喂养这些小蜗牛，供上课时让每一



组同学都观察到蜗牛的身体什么样，怎样运动等。所以在课
前十多分时，我就把小蜗牛一个一个地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
在地爬行，让学生们用足够地时间去观察它。果然收到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学生们能够通过观察，探究，讨论、交流，
设计观察方案，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用生动的语言把观察
到的现象一一描述出来，既培养了学生们的观察能力，同时
也锻炼了学生们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想象能力，这正体现
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体现了学科的整合。真正培养了学
生们学习科学的乐趣和探究科学的方法。

蜗牛中班课件篇二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要求：阅读教学，首先要重视朗读的指导，
在学生读正确、流利的基础上，指导读出感情。由于课文是
寓言故事，教学中重在引导学生自悟寓意，不以繁琐的分析
或抽象地讲道理，所以我反复创设情境，通过各种形式的读，
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自读自悟。本教学设计注重了引导学
生从词语表达的准确、鲜明去体会、感悟寓意。如：通过
对“遥遥领先”、“得意洋洋”、“成天”、“唯
恐”、“生怕”、“天长日久”等词语及其所在句子的反复
品读，学生在脑海里形成了蜗牛得奖后所作所为的表象，让
学生感受、体味到语言文字中所蕴含着的道理。

在本课中重点词语有“遥遥领先”、“得意洋洋”、“唯
恐”、“生怕”等，课堂上我通过各种形式、方法让学生更
好地理解词语意思，从而理解所在的句子及段落的意思。比
如：在理解“遥遥领先”一词时，通过让学生看视频，自己
理解并总结词语的意思，从而明白蜗牛是多么的厉害；在理解
“唯恐”和“生怕”时，我通过近义词理解的方法理解“唯
恐”和“生怕”两个词的细微差别，老师最后进行总结，使
学生体会蜗牛非常得意的心态。



语文教学的核心就是语言文字训练。在教学中，我注重了语
言文字的训练，将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巧妙的结合进行了
融合，我重点抓了2处来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注重情境的
创设，比如：如果你是蝴蝶、蜜蜂、蜻蜓，会对成天背着奖
杯的蜗牛说些什么？你会对飞不上天的蜗牛说些什么？等等，
让学生进入到角色，更好地体会蜗牛当时的心态，进而体会
到课文的寓意，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高效的言语活动，
高质量的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通过层层的朗读、理解，学生明白了蜗牛由于骄傲自大、不
思进取，导致了现在这副摸样，让学生懂得“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1.虽然这节课朗读的训练比较多，但由于学生长时间形成的
不好的朗读习惯，导致朗读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2.教师的评价语言不够丰富，激励性、指向性不到位。

蜗牛中班课件篇三

在幼小的孩子的心中，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
把自已想做的，想说的，甚至有可能是说不出来的做不到的
事情，统统通过画表现出来。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绘画技
术的提高，我发现最近孩子在绘画过程中总喜欢创造出各种
奇形怪状的事物，而且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今天我让小朋友进行制作纸版版画《蜗牛》的活动中，我讲
解了剪贴版画蜗牛的方法，讲完后请小朋友自己制作，并要
求幼儿在版面上添一些背景来构建作品的情节。小朋友开始
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了，在指导过程中我发现费逸杰，制作的
蜗牛是比较好的，正在我想拿他的作品，给小朋友欣赏的时
候，发现他又用剪刀剪了许多的长条，粘贴在蜗牛的身上，
把蜗牛也遮盖住了，我忍不住问：“杰杰，你这是做什么？
你的小蜗牛呢？”“老师，你别急，你看，我的小蜗牛都躲



到草丛里面去了。”“为什么小蜗牛要躲到草丛里去呀？”
杰杰的想法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接着他的回答继续询问他。
“因为小朋友们老是要去抓小它，我叫它躲起来。”想不到
杰杰的回答尽如此简单，但却是来他的生活经验。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孩子的眼里绘画世界和现实世
界是同一回事，他们可以让自已生活到虚拟的世界中，也可
以让虚拟世界中的美好事物满足自已的需要，而且孩子在绘
画时把自已对事物的看法，自已的情感都融入到了作品里面。

案例中的杰杰，虽然没像其他孩子一样听话来为蜗牛增添背
景，但是他有的是自已的思想，他能够联系生活中小朋友们
经常捉小蜗牛的情形，替小蜗牛感到担心，他用自已的方式
帮助小蜗牛，早退一片绿草地叫小蜗牛赶快躲起来，虽然他
的这片“绿草地”并不能够让小蜗牛避难，但他却表现出不
同一般孩子的善良、为他人着想的优良品德。

1、情感在版画作品中的表达

最常见也是他们最乐意来表现的，是孩子们的情绪。一个小
孩是很容易表达自身的喜怒哀乐的，因为他们的情感是那么
的外露和不善隐藏，如果给他们一张画纸，他们会毫不迟疑
地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一个孩子可能在画中反复地出现同
一个人物，并把他们的画得尽善尽美，这是因为他们喜欢这
个人物，一个乐观主义的陔子，总喜欢在一切事物上面都画
上阳光明媚的天空。

2、对事物的看法在版画作品中的表达

不可否认，任何人对这个世界都有自已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孩子也不例外。仔细分析他们的画，可以看到孩子对这个世
界的解释是十分夸张和有趣的。

3、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在绘画中的表现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色彩的选择和运用可以反映一
个孩子的性格和身体状况。在我的美术课上，我仔细分析过
孩子的作品结果发现，性格外向和大多数女孩子喜欢用红色，
而喜欢蓝色的孩子当中大多数不善于交往而且性格内向。他
们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喜欢沉浸在自已的空间里，多数脾气
古怪。

总得说来，看待一个孩子的版画作品，除了技能上的评估以
外，更重要是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因为美术不单单是美
的一种体一方式，它在孩子身上更多的是用来表达思想，交
流体验的方式。

蜗牛中班课件篇四

《爱旅行的蜗牛》是一节美术教育活动。是让幼儿学习运用
曲线、螺旋线表大胆表现蜗牛爬行时的各种动态，进一步发
展幼儿的创造性思维的同时发展孩子的动手能力。

孩子们听得很认真，很多小朋友都说出了小蜗牛背着一个大
大的圆圆的壳，也说出了蜗牛去过的地方，可当我再问蜗牛
的壳是什么样的花纹是却答不出来了。我就出示ppt请孩子们
从三张图中分别观察蜗牛的身体的形状，蜗牛的头部，蜗牛
的壳。这一次，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讨论起来，我就请他们小
组讨论自己观察到的蜗牛，这次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好，只有
问道蜗牛的壳是什么样的花纹孩子们能说出来是一圈一圈的，
老师强调螺旋状，并请小朋友书空模仿，孩子们的积极性很
高。还有的小朋友能说出蜗牛的身体像月牙，说明孩子们观
察的很仔细。最后老师总结蜗牛的特点。孩子们还都把触角
当成了蜗牛耳朵了呢。我又把触角的作用告诉了孩子们，孩
子们对蜗牛更感兴趣了。

课的第二部分就是请孩子们画蜗牛，通过课件最后对其他优
秀作品的.欣赏，让孩子们对创作的积极性更高了。在孩子们
创作的过程中，还是有三个小朋友迟迟不肯下笔，在我们的



耐心指导下，孩子们还是画出了蜗牛的外形特点。本节课的
重点是蜗牛的壳的花纹，难点是身体，有的小朋友画的身体
和壳没有紧紧的连上，有的作品身体过小，感觉和壳不成比
例。

第三部分就是展评画作，这个环节特别重要，孩子们在通过
看自己的作品和他不人的作品的不同能重新认识自己。认识
到怎样涂色，怎样画线条，怎样布局，从不同的作品中学到
过更多的东西，从而更好的改进自己。孩子们看到别人的画
也很感兴趣，看到自己的画被老师点评，那傲娇的小眼神真
是可爱极了。

通过此次绘画，孩子们都进步非常大，从开学讲完后好多小
朋友不知如何入手到现在基本都能独立完成，从涂色深一片
浅一片到现在能均匀着色，从把作品画到画纸的一角到现在
逐渐能简单布局自己作品在画纸上的位置。孩子们每天都在
一点一点的进步，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班的孩子们大声说一句：
你们太厉害了，真是老师的骄傲！。

蜗牛中班课件篇五

本课是一篇寓言，讲的是善飞的蜗牛获得飞行比赛冠军奖杯
以后，自我陶醉，不思进取，结果翅膀退化，丧失飞行能力
的故事。生动的故事配以形象的画面深深地吸引了学生，同
时对他们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教学第三小节的时候，先让学生自读，弄清这一段告诉了我
们什么事。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我出示了一系列小动物的
图片，让孩子上台来贴，通过对小蜗牛所在位置的争议，理
解了“遥遥领先”、“甩下”、“所有”等关键词语的意思。
再进行朗读时，学生自然而然地读出了小蜗牛赢得冠军的轻
松。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读演、感悟。课上还创



设了“假如你就是这只获胜的蜗牛”这样一个情境，让学生
联系自身来谈感受。情境的创设意在低年级儿童直观形象的
思维与心理状态发展；旨在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贯穿课堂的
始终。我明白，只有调动起孩子们主动学习的兴趣，才能达
到学生爱学语文，会学语文，学好语文的目的，让学生更好
地在读中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