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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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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古老寓言故事，伊索寓言和克雷洛夫
寓言都收集进去了。它从反面讲了不合作办不成事的道理。
天鹅、大虾、梭鱼都很用力，也算同心（都想把车拉动），
但是因为不合作，彼此不配合，所以大车“至今还在原处”。

在教学时，一开始我让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发言，再让学生
根据课文即兴表演，把学生们的积极性贯穿于整个课堂中。
结尾，为了让学生明白“如果不合作就办不成事”的道理。
我组织学生做了一个游戏（纸链车轮），结果游戏真的失败
了，但我想：做失败的'游戏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于是，我给
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讨论、交流。学生总结出了失败的原因，
并且思考如何能成功，找出存在的问题，最后再尝试终于成
功了。

这节课上下来孩子们意犹未尽，毕竟每个孩子都喜欢做游戏，
于是我便利用游戏让他们从中去感悟知识，这样使课堂更加
有活力。学生学习主动，思维活跃，参与热情特别高，真是
其乐融融。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教学，完成了预定教学目标，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的兴趣
非常高。整个教学过程能紧扣目标，谈话导入、整体感知、
识字学文、复习巩固等环节彼此衔接，顺理成章。



在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活动，没有学
生的参与，教学目标任务，将无法实现，没有教师的教，只
有学生的学，这种活动只能称为“自学”，而非教学。教学
中，既不能只重视教师的作用，即认为学生只要服从教师，
就能学到知识，养成良好的习惯；又不能只强调学生的作用，
使学生陷入盲目探索状态，学不到系统的知识，要把二者有
机的结合起来。给全体学生创设主动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学
生主体意识以及学习能力的形成，使课堂真正活起来。

游戏是低年级学生最喜闻乐见的，用游戏的形式巩固识字，
可以为学生营造融洽的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识
字充满乐趣。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学生
由于年龄比较小，能集中注意力听讲的时间很短暂。因此，
在教学中要经常变换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巩固识字练习，而
游戏则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一种方法。游戏不仅能增强识字
教学的趣味性，而且很容易点燃学生创新的火花，使学生萌
发创新的`冲动。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设计了“把字宝宝送
回家”、组词训练“一字开花”、“变魔术”等游戏，充分
调动学生的识字兴趣，使他们多种感官同时参与识字活动，
一边玩，一边学，整个识字教学过程就是教师有意识地在游
戏中教，学生在无意识的游戏中学，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
得愉快。

总之，将“死”的教材用“活”起来，让活的学生更活起来，
是我教学的主旨。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素质教育，更深入地发
展，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得以切实有效地进
行。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思篇三

在这节课的导入部分，我让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发言，众所
周知，如今的课堂鼓励学生多发言，倡导学生积极的思维，
但我想，凡事都要有个度，发言也是如此，不一定非要每个
同学都回答一个问题，可以把学生们的积极性贯穿于整个课



堂中。

在这节课的结尾，为了让学生明白“如果不合作就办不成
事”的道理。在课堂上，我组织学生做了一个游戏，当时我
最担心学生们不会合作地完成游戏，心里很焦急，结果游戏
真的失败了，但我想：做失败的游戏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于
是，我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讨论、交流。在这一教学环节中，
学生总结出了失败的原因，并且思考如何能成功，（其实有
失败才能思考，有思考才证明学生在自主、探究、合作地学
习！）经过反复地讨论，找出存在的问题，最后终于成功了。

在教育教学中，给学生开展的'各项活动不可能都是成功的，
老师要允许学生作失败的尝试，在几经失败后，学生可能会
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心得。要做到“成功和失败并存！”这个
小小的游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正是在游戏中让他们自
己感悟出的道理远比生硬的说教更容易让他们信服。

这节课上下来我总感觉意犹未尽，每个天真的孩子都喜欢做
游戏，于是我便利用游戏让他们从中去感悟知识，这样使课
堂更加有活力。学生学习主动，思维活跃，参与热情特别高，
真是其乐融融。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思篇四

《天鹅》这课是小学语文新教材第四单元的第一课，这一单
元向学生渗透了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教育。课文描述了几
只洁白的天鹅，落在美丽的珍珠湖上高兴、悠闲的样子，以
及几个孩子躲在远处看着，不肯打扰它们的举动，写出了天
鹅的美丽、可爱，表现了孩子们爱护动物的思想感情。本课
的教学重点为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天鹅的美丽、可爱。
难点是在第四自然段中，体会孩子们对天鹅真心的喜爱之情。

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由美丽的天鹅图片导入新课，激发学
生学习这一课的兴趣，使学生带着去认识天鹅、了解天鹅的



欲望。初读课文，并说说从课文中知道了什么。由于是第一
课时的教学，主要任务是理解课文。通过对学生朗读的指导，
使学生感悟课文的内容，同时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能够
更好的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课后我对本课进行了认真反思，
感觉做的较为成功的地方有：

1、由于天鹅离我们生活很远，亲眼见过天鹅的同学很少，多
数同学不了解，为引起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
官，同时也是让学生对天鹅又一个更直观的感知，在课件中
我设计了三张形象的图片，分别为学生呈现出了游动的、从
水面起飞的、在空中飞翔等不同姿态的天鹅。一下子把学生
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在看图片的同时，还融入了教师的
范读，把学生引入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天鹅的美
丽与可爱。

2、在学习课文的同时，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向学
生渗透画批的方法。为了进一步了解天鹅的样子，我安排学
生从课文中找一找吃饱了的天鹅什么样子，画上横线。这样
一来使学生读书的目的'更加明确，同时也在逐步教给学生阅
读的方法，为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打下基
础。

3、为突破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这个教学重点，课堂上我采用自
读、互读、评读、范读等多种方式指导学生朗读。同时抓住
重点词语，让学生在读中有所感悟。在学习天鹅的样子的一
部分时，紧紧抓住“洁白”、“欢快”、“不时”几个词语
进行朗读指导，在读中使学生体会到天鹅的美丽和可爱。读
的形式多样化，每次朗读之前提出了明确的目的。通过指导
学生能够读出自己的感悟。

4、教学中注意了语文工具性的体现。一年级主要是说话练习，
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教学中我安排了两次说话练习，一是
在导入部分让学生看着天鹅的图片说说可以用那些词语来描
绘天鹅，完成（）的天鹅的填空练习；第二次是在学完课文



让学生对天鹅说些什么，对周围的小朋友，对大人们说什么。
这也是突出文章主旨的一个表现。

5、为了增强保护天鹅，保护环境的意识，突破教学难点，在
最后一个自然段的处理中，围绕“躲”、“悄悄”、“尊
贵”几个词，深入挖掘其含义。让学生知道孩子们躲起来是
为了不吓跑天鹅，这就是在保护天鹅，由此引申到我们也应
该爱护天鹅，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6、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对天鹅有更多的了解，在教学
结束后安排学生欣赏黑天鹅的图片，为学生介绍和天鹅的相
关知识，让学生做到课内外知识相结合。但本课教学过程中
还存在不少不妥之处：

在最后一段教学中挖掘保护天鹅的主旨时，对
于“躲”、“悄悄”“尊贵”几个词挖掘的不够深入，应该
让孩子多说说这几个词语的含义，从孩子口中说出要保护天
鹅，保护自然环境，而不是老师告诉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做，
这样就会淡化说教的味道，学生理解起来更容易。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思篇五

《天鹅》是法国作家布封的作品。之所以选取这篇课文作为
研究课上的载体，就是本文集中了说明文与散文的所有特点，
把说明文写的典雅脱俗，语言温婉流畅，是一篇极具欣赏价
值的文章。

北方学生对天鹅没有过多的了解，课前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天
鹅的图片与文章，发现学生们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基本形成。
因为学生本身对课外知识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学生们介绍的
津津乐道，但是时间有些没有控制好，充斥了文本赏析的时
间。

对于文本当中的美词佳句，学生分析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作者是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语言表达的方式自然不被
学生们所轻易接受，光是单纯的积累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想
来，应该放手，让学生们自主探究文本中的句子，把喜欢的
句子分析积累，然后在集体汇报中，大家教学相长，效果一
定会比老师牵引学生，生涩地要求学生跟进老师的思维与指
引要好。

本课的朗读指导很到位，学生们的朗读来源于对天鹅的赞美，
读起来来源于内心感受，所以在课堂上的朗读掀起了高潮。
我决定抽时间再读布封，了解这位科学家是怎样把百科全书
写成史诗的。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