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养小乌龟教学反思 聪明的乌龟教
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养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一

1、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故事中角色情绪的变化，增强
对角色的理解。

2、知道遇到事情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帮助。

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故事中角色情绪的变化，

知道遇到事情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帮助。

1、看，今天林老师请谁来我们班做客了？（小乌龟）

2、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乌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趣的故事。

提问：故事力有哪些动物，你喜欢谁？

1、出示挂图一：

图片上有谁？

狐狸想干什么？

狐狸向干坏事情被谁看到了？



2、出示挂图二：

乌龟怎么做？青蛙怎么样了？

乌龟紧紧地咬住狐狸的尾巴，狐狸说了什么？乌龟回答了吗？
为什么？

出示挂图三：

狐狸去咬乌龟的头，乌龟的头怎么样了？

狐狸去咬乌龟的脚。乌龟怎么做的？

狐狸去咬乌龟的尾巴，乌龟怎么做的？

最后狐狸怎么样了？

四、再次完整讲述故事

讨论：这事一只怎样的乌龟？为什么说乌龟是只聪明的乌龟？

五、师幼共读故事

幼儿翻看《小朋友的书》，共读故事《聪明的乌龟》。

孩子

懂得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要机智、勇敢，动脑筋，想办
法解决问题。

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我根据故事中出现的动物、对话，进
行了夸张的讲述，语言的不断渲染，使幼儿加深了对本次活
动开展的兴趣。这为幼儿对故事的深入理解做了好的铺垫。
活动中我提出了几个开放性的问题，能让幼儿展开更多丰富
的联想，推理假设出各种不同的情节发展，并且能够大胆地



表述出来，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幼儿小班幼儿的语言发展不
够完善，因此，部分幼儿的表达不够完整。

如果在活动中能够让幼儿进行相关的情景表演，那么更能体
现出氛围，使幼儿不仅学习了故事中角色的简单对话，更加
深了对故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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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二

小乌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一种动物。在班级的自然角也随处
可见，刚好本次的音乐教学活动与小乌龟有关，课前我让幼
儿观察自然角的小乌龟是怎么样爬的，幼儿很感兴趣，纷纷
认真仔细的观察还讨论呢，这也为我的教学活动做了一个很
好的开端。

这是一节音乐教学活动。首先我带领小朋友复习律动《拍手
点头》，我引导幼儿听音乐的节奏做拍手点头的动作。接着
出示小乌龟的图片引出今天的活动主题，结合歌词内容创编
一个小乌龟的故事，幼儿对故事十分感兴趣。故事讲到小乌
龟去爬山坡的时候我请幼儿自己创编进行创编，他们呀都能



创编出不同的内容。

幼儿对乌龟的习性已经十分熟悉，当我问道"乌龟走起路来是
很快的还是很慢的"时候有小朋友已经能准确的回答"很慢、
很慢"。并且能自己说出原因。于是我让幼儿学习像乌龟那样
背着一个重重的乌龟壳一样走路，每个小朋友都做的有模有
样！还会学着乌龟很累的样子喘息。这个时候我便抓住机会，
告诉他们小乌龟爬山累了以后会发出一个像口号一样的'声音，
于是让幼儿跟我一起学习，幼儿十分带劲。

接着我出示背景大图--山坡，幼儿有了经验，一看就会了，
我逐步出示小乌龟、面包、糖果的图片，使幼儿能一目了然。
一遍唱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幼儿由于第一句和第三
句的节奏一样，所以在最后一句"嗨嗨嗨嗨哟"的时候总是唱
成"嗨嗨哟，嗨嗨哟，"当然也有对的小朋友，于是两种声音
混在一起十分嘈杂，很难听。于是我请几个会的小朋友帮大
家唱最后一句，其他小朋友只要唱到第三句就行了。反复唱
了两遍，效果很好。我就对他们说，"这两遍我们合作的很好，
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唱了，请你们分清楚第一遍的口号和第二
遍的口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再一遍下来结果真令我吃惊，
竟然有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了。我在进行分批表演的形式加
深幼儿对歌曲的印象，更好的掌握歌曲的节奏。

在是创编活动环节中，将小乌龟替换成别的小动物进行创编
并演唱，有了前面的基础，幼儿替换歌词创编并演唱，还是
比较成功的，他们将小乌龟换成小鸭，小鸡等，不仅能较熟
练地演唱，有的幼儿还能加上自己的动作表演。

养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三

《想飞的乌龟》是北师大版一年级下册第十一单元以“愿
望”为主题的课文。设计本节课教学，我紧紧围绕课标要求，
注重学生的情感交流，创设问题情景，不断加强引导学生语
言文字的训练和积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想像力。回



顾整堂课，我感觉比较满意的地方主要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力量。学生一旦
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乐于学、主动学。因此，在教
学一开始，我就先出示《想飞的乌龟》这一课题，我问同学
们，看到这个题目后，你想知道些什么？在教师的引导下，
同学们讨论热烈：有的'说：“乌龟为什么想飞？” “乌龟
怎么会飞呢？”“乌龟飞起来了吗？”这一个个有趣的问题，
激发了学生们主动探究的热情，于是，正在学生探索知识情
绪高涨的情况下，进入了新课的教学。

乌龟从天上掉下来，背上摔出了好多裂缝，那么乌龟会想什
么呢？学生们纷纷说：“下次我飞上天以后，再也不说话了。
”“哎，我真倒霉呀！”“下次，我想飞上天，一定要先想
个好点的办法啦。”借此机会，我启发学生思考，“乌龟还
想飞，你还能想出什么其它好办法帮它飞？”时，一石激起
千层浪，学生们的办法个个新颖独特，无不展现着智慧的光
芒。有的是我们成年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如：请孙悟空帮忙，
帮小乌龟装上翅膀，让它自由飞翔。找白云妹妹帮忙，带上
乌龟，飞上天空。利用弹簧把乌龟弹上天。热汽球下面挂个
篮子，让乌龟坐在篮子里，飞上天空。请彩虹阿姨帮忙，让
乌龟爬上天空。让乌龟坐在老鹰的背上，飞上天空。让乌龟
坐着宇宙飞船去遨游太空。 “装个机器，用遥控器控
制”、“把乌龟放在透明塑料袋里，再把塑料袋绑在氢气
球”、“在小鸟叼着的树枝上，挂个袋子”、“用荡秋千的
办法荡上天”等，对待这些，我都让学生畅所欲言，此时我
所看重的应该不是答案本身，而是孩子的思维得到了最自由
的发散，对所有的回答，我都给予了赞扬。使学生的思维在
自由翱翔时，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主体意识、创造思维得到
充分的体现。

当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课堂上学生的情绪一被
调动起来，都争着要发言，不能很好地听别人讲话；课堂活
跃的同时，我发现还有部分学生不能进行独立思考，往往顺



着一个同学的发言来说，这就要求我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
一定要抓好常规工作，培养学生合作、倾听和独立思考的良
好学习习惯。

养小乌龟教学反思篇四

1、 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故事中角色情绪的变化，增
强对角色的理解。

2、 知道遇到事情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帮助。

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故事中角色情绪的变化，

知道遇到事情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帮助。

1、看，今天林老师请谁来我们班做客了？（小乌龟）

2、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乌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趣的故事。

提问：故事力有哪些动物，你喜欢谁？

1、出示挂图一：

图片上有谁？

狐狸想干什么？

狐狸向干坏事情被谁看到了？

2、出示挂图二：

乌龟怎么做？青蛙怎么样了？

乌龟紧紧地咬住狐狸的尾巴，狐狸说了什么？乌龟回答了吗？
为什么？



出示挂图三：

狐狸去咬乌龟的头，乌龟的头怎么样了？

狐狸去咬乌龟的脚。乌龟怎么做的？

狐狸去咬乌龟的尾巴，乌龟怎么做的？

最后狐狸怎么样了？

四、再次完整讲述故事

讨论：这事一只怎样的乌龟？为什么说乌龟是只聪明的乌龟？

五、师幼共读故事

幼儿翻看《小朋友的书》，共读故事《聪明的乌龟》。

孩子

懂得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要机智、勇敢，动脑筋，想办
法解决问题。

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我根据故事中出现的动物、对话，进
行了夸张的讲述，语言的不断渲染，使幼儿加深了对本次活
动开展的兴趣。这为幼儿对故事的深入理解做了好的铺垫。
活动中我提出了几个开放性的问题，能让幼儿展开更多丰富
的联想，推理假设出各种不同的情节发展，并且能够大胆地
表述出来，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幼儿小班幼儿的语言发展不
够完善，因此，部分幼儿的表达不够完整。

如果在活动中能够让幼儿进行相关的情景表演，那么更能体
现出氛围，使幼儿不仅学习了故事中角色的简单对话，更加
深了对故事的理解。



养小乌龟教学反思篇五

小班的孩子他们特别喜欢小动物。每天早上来园，总能看见
几个小朋友在悉心的照顾小乌龟、小鱼。当开展乌龟爬爬主
题活动时，孩子们会提出很多相关的问题，如乌龟喜欢吃什
么?乌龟喜欢在哪里生活?乌龟遇到敌人应该怎么办等等。

《聪明的乌龟》这个故事是一个寓意很强，语言生动、有趣。
故事中趣味的语言特别适合小班年龄段的孩子。通过故事中
乌龟与狐狸的有趣对话，使孩子懂得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
要机智、勇敢、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恰恰是遇到困难
时要机智、勇敢、冷静、动脑筋，是我们班孩子比较缺乏的，
班级里不管是男孩、女孩有一个通病，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开
始掉眼泪。就为勇敢、机智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一
难点，通过故事中人物的熏陶让孩子慢慢理解和感受。

基于对活动内容的理解和本班幼儿的了解，把语言活动目标
定为：1.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故事中角色情绪的变化，
增强对角色的理解。2.知道遇到事情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
帮助。

在活动的导入部分，采用谜语导入的方法，激发幼儿的兴趣。
孩子们通过对乌龟的了解，一下子就能抓住乌龟的特别，猜
出来。再通过边出示ppt,边讲述故事，在边看边听的基础上，
慢慢引导孩子大胆、完整的讲述老师的提问。从而理解故事
的内容。特别在听到青蛙正在捉害虫，一点也不知道。眼看
狐狸马上要捉到青蛙了。看到有些孩子的表情特别紧张，眉
头紧锁，还有的捏着拳头，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孩子们已经被
故事中的情节深深的吸引。教师以发射性的语言引导孩子进
行猜测，“狐狸想干什么?”“狐狸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会被谁
看到?”“如果你是乌龟，你看到这一幕你会怎么做?”帮助
孩子们想象、猜测，孩子们他们有生活经验，对乌龟的本能
和保护自己的方法比较了解。问题一抛出，孩子们马上就说
开了，还有些小朋友说可以请大象、狮子、河马等等来帮忙。



孩子们在活动中会帮助小青蛙、小乌龟解决困难，从而树立
遇到事情遇要动脑筋想办法，相互帮助的情感，突破活动的
难点。

在第二遍完整讲述时，通过故事中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动感动
画的播放，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在结束后引导幼儿讨论：
这是一只怎样的乌龟?为什么说乌龟是一只聪明的乌龟。孩子
们会根据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大胆讲述自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