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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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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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一

歌曲《小红帽》一课，是音乐课改教材二年级下学期的歌曲
教学课，如何让学生掌握气息(急吸气)方法更好地表现歌曲
的情绪，并让学生主动参与音乐创编活动，体现新课改的教
育理念。本课设计，我从教材入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
计教法，突破教学重点、难点，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音乐知识技能、技巧，并鼓励学生大胆进行音乐实践活
动。

在发声练习过程中，教师用亲切的语言激发学生演唱的兴趣，
师：春天来了，听!百灵鸟在放声歌唱春天的到来，她在把这
个消息报告你，报告她。她的声音多么的动听!让我们同她一
起歌唱美丽的.春天吧!教师范唱“啦啦啦。。。。。。”
用“急吸”的方法演唱。并引导学生模仿老师的演唱方法，
模仿百灵鸟清脆悦耳的声音，用轻快的声音，积极地咬字报
告春天的到来。把小朋友盼望春天到来的心情唱出来，让学
生初步感受，模仿演唱方法。

在学唱歌曲的过程中，我首先抓住学生喜欢听故事的这一特
点，给学生富有感情的讲述《小红帽》这一童话故事，并向
同学提出思考的问题：童话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同学们听
得认真，回答问题踊跃。在学生听范唱过程中，让学生感受
歌曲的情绪，歌曲表现的内容。采取让学生模唱的方法进行
学习歌曲，在模唱的过程中，通过比较法、探究法选择歌曲



的演唱技巧。(急吸气的方法)师问：哪种演唱方法更能表现
歌曲的情趣?让学生感受、体验并选择正确的演唱技巧来表现
歌曲的情绪。在跟着老师视唱旋律中，让学生仔细观察乐句
的特点?用对比的方法比较乐句的相同与不同。在学唱歌词的
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小组演唱，律动表现、独唱
等)。学生的兴趣很浓。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作激情，鼓励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我
结合歌曲的特点，给学生创设音乐表现的机会，受到学生们
的欢迎。师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小红帽》这首欢快活泼的
外国儿童歌曲。下面我们要对这首歌曲进行创编活动，你可
以为歌曲改编歌词，也可以加入情节进行表演，还可以用自
己制作的打击乐为歌曲伴奏等等。看谁的思维最活跃，谁的
表演最精彩，谁的想象力最丰富。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
生自由组合了故事表演组、歌词创编组、器乐表现组、续编
故事表演组。学生的创作的兴趣很浓，都分组进行了展示，
师生进行讲评。学生们在欢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音乐课。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二

这学期在阅读教学中，我逐步尝试抓住重点词语的理解帮助
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教学《一只小鸟》这篇课文时，我让学
生抓住重点词语，边读边想象。学习课文第二部分时，我让
学生抓住小鸟的动作“跌”，体会当时情况危急，速度
快。“血从树隙落到地上”的“落”字，体会到小鸟的伤势
很重。我又让学生抓住老鸟的动作“斜刺里两只老鸟箭也似
的飞来，接住了它，衔上巢去”，理解斜刺，让学生反复读，
从中体会到亲情的伟大。学完课文后，我又让学生展开想象：
那只小鸟后来怎样了？孩子们的心情怎样？他们会怎样想呢？
通过讨论交流，让学生体会到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喜爱。

不过，这节课有点头重脚轻了。根据这篇课文浅显易动懂但
文字写得很美的特点，我先把侧重点放在前面，读中体会这
是一只快乐的小鸟，体会小鸟的快乐，感受语言美。并适机



进行想象力的拓展训练，如除了看见“灿烂的阳光，葱绿的
树木”，小鸟还可能看到什么？“‘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
般”，那么自然会有哪些人或物在倾听小鸟那清脆柔美的歌
声呢？快了体会得非常好，但结果这么一来一节课40分钟就
已经去掉了一半不止了。以致于小鸟受伤的部分，由于时间
关系，老鸟伟大亲情的'体现就处理得有点草率。当有同学读
出让他感受最深的一句：“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地落到
地上来。”我着力渲染出那种悲伤沉重的氛围来，效果是达
到了，但深化还不够，看来，对比的落实的教育真的太重要
了。

还有，在对一、二自然段的分析中，我还应该引导学生感受
因为有了小鸟清脆柔美的歌声，大自然的这种和谐美才会展
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样一来，也就为解释“鸟类是我们人
类的朋友，我们应该爱护它们”找到了依据，不会学生只是
单一回答了。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三

这首诗歌很美，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童年种、种的快乐生
活和经历。因为我们也都曾是一个孩子。我就以一种孩子的
目光品读了本课，读下来很快就体会到了文中的“我”当时
的心情，激发了我的读诗热情，且陶醉于这首诗中。因此我
认为本课教学一定会引起孩子们情感上的共鸣，孩子们一定
会很喜欢这样的文章，会爱上读诗的感觉的。带着这些感受
我开始了我的教学设计。

最初设计本课时，我是以“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孩
子”为中心话题，让孩子们展开来说。但是尝试后发现那样
把诗歌给肢解了。有人说，诗歌是无谱的音乐，欣赏音乐要用
“心”聆听，整体感悟，不能拆成碎片来欣赏。本课是一首
叙事诗，每小节之间有层次的关系，课堂中要充分读书，要
注重整体感悟。因此我又重新设计，采用了“以读促讲，读
中感悟”的教学方式。



1、导入时，我引导孩子们回忆诗歌的主要内容，激活他们的
记忆。之后在教师的范读下，渲染一种有滋有味读诗的气氛，
调动孩子们的朗读兴趣。

2、理解词语，激情朗读

如：指导孩子们体会“尽情”一词时，我先让学生说一说，
尽情的玩是怎样的玩。然后让学生去品读。有的.孩子使劲的
的才读，他们那股痛快劲儿一看就知道，已经体会到当时的
心情了。我顺势引导让孩子们都去体会着这种自由自在的痛
快劲儿，畅读文本。

3、在教学过程中我尽量多的采用贴近儿童生活和心理的话题，
如：你们追过蝴蝶吗？你们晚回家的时候心里害怕吗？让孩
子们把体验到的真实情感读出来，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4、注重标点符号在学生朗读时所起的作用。

我还注意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小标点在文中的作用，
这些我认为做得比较好。如：“我多么高兴，因为我能送给
妈妈，一束带水珠儿的鲜花！”指导这句朗读时，我从自身
做起，表现出高兴无比的样子，激发孩子们发自内心地去读
去感受。孩子们看到我很激动，也都有了尝试的欲望，积极
性调动了，情感也都到位了。

尝试了这种教学方式后，我发现这样设计效果很好，孩子们
很乐意去读，在不断的朗读和联系实际中体会并感悟到文本
的内涵。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四

《一只贝》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散文，
也是语文s版四年级上册语文第一单元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
写的是海里的贝被海浪送到岸边，只剩下美丽的贝壳，被孩



子们捡起。有一只普通的贝，因为一粒沙子钻进体内，使它
的壳失去光泽，逐渐破烂，被孩子们踢飞，里面却藏着一颗
闪亮的大珍珠。

课文内容寓意深刻，是极好的对学生思想教育的范本。但因
为内容对四年级的孩子来说有点难度，所以在备课时，我极
力想寻找一个能让孩子们快速理解的切入点，我思考了以下
几个问题如何突破：1、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2、如何体会这
只贝的可怜与可敬?3、作者想借这只贝表达什么?把这几个问
题作为教学重点，分两课时引导学生理解课文。

第一课时，考虑到学情，又想让孩子们一下子进入文本，我
采用以前在三年级学过的《在金色的沙滩上》一文导
入。“孩子们，三年级学习的《在金色的沙滩上》，至今，
课文中描写的那美丽的景色，那善良的小姑娘、那漂亮的贝
壳还深深印在我的心里。”随即，大屏幕上出现各种美丽的
贝壳。学生们发出赞叹之情。我接着说：“贝壳是贝类的荣
耀，也是贝类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讲述的
就是一只贝的故事。”考虑到学生的初读课文的难度大，我
就做深情地范读，要求学生认真听，并画出生字词语。我入
情地朗读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他们分明已经被这个故事
深深感染，读完后，孩子们还沉浸在故事中。“朗读是个人
情感的流露，也代表着个人对课文的理解，老师的的朗读是
老师对课文的理解。希望同学们在通过字词关后，也能读出
自己对这篇课文的理解。”孩子们的情感被激发出来了，学
习字词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自由读的环节，我发现每个孩子
都在很认真，很投入地读。在默读环节，让他们思考课文写
了一件什么事?孩子们都提到了第九自然段“这是一粒沙子钻
进贝里，贝用血和肉磨制成的，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一
只可敬的贝。”于是我引导学生积累了本段，大多数孩子都
把这个段落背下来了。这节课，学生们之所以投入，也许是
我的范读打动了孩子的心灵，也许是得当的表扬激发了他们
的兴趣，总之，孩子们表现特别好。



第二课时，在充分朗读的基础上，我更多的是引导学生们
来“悟”。我以一个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这是一只可怜的
贝，也是一只可敬的贝，它可怜在哪儿?又可敬在哪儿?默读
课文，在触动你心灵的词语或句子旁边标注上自己的阅读感
受。学生们的发言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理解的深度。他们争先
恐后举手发言，个个谈到可怜之处深情朗读，可敬之处的崇
高敬意，让我不得不表扬我的学生。

我想，孩子们都是潜力无穷的，之所以有时候在课堂上死气
沉沉，不愿发言，是因为我们老师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没有把他们内心深处的对知识、情感的渴求挖掘出来，我们
在备课中，真的要用心思考。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五

《一只小鸟》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鸟儿》单元中的一篇
主体课文，这篇课文，出自文学名匠冰心笔下，清新流畅，
是一篇非常美丽的散文。

文章以爱为主旋律，歌颂了亲情的伟大。批评了不成熟的儿
童爱，因爱的方式不对，给鸟儿带来了伤害。告诉我们：人
与自然之间应该是和谐的，我们人类应该爱护自然、保护自
然。教育孩子们对于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不仅要爱，而且
要会爱，爱不是自私地占有，不是无情地伤害，而是欣赏、
呵护和无私的奉献。对于这样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的教学，
我认为扎扎实实地引领学生凭借教材这个“例子”，进行灵
活、扎实的语言实践再合适不过了。

学生在二年级的`学习中已初步具备了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
能力，也初步掌握了抓住关键词句理解文章内涵的方法。因
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通过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结合交流、
想象、感情朗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达到情感升华。



一只哈巴狗的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认识珍珠形成的相关知识，懂得贝的可敬在于用血肉磨制
成了美丽的珍珠。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贝的可怜与可敬。

3、认读相关词语，正确书写四会字。

4、加强领悟能力。

5、发展联想思维的逻辑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感情朗读，体会贝的可怜和可敬。

2、理解贝为什么可怜又可敬。

教学媒体：

多媒体网络课室

教学过程：

一、情景渲染，导入新课。

出示视频：（海潮汹涌，贝壳涌上沙滩）

画外音：这节课黄老师要带大家来到大海边，欣赏美丽的海
景，倾听悦耳的潮声。让我们在欣赏这些色彩斑斓的贝壳的
同时，也来认识一只独特的贝。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只
贝》——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1、进入自读课文系统，同桌互助合作地自学课文。

2、认读难字及相关词语。

3、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品读欣赏，体会贝的可怜与可敬。

（2）同桌交流。

2、集体分享精彩之处，相机讨论理解:

（1）“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一只可敬的贝？”

（2）你认为这只贝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坚强、可敬、乐于
奉献——）

四、拓展延伸

这是一只坚强、可敬而又乐于奉献的贝，从这只贝身上，你
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人？接龙说，小组说，指名说。

（我认为，语文绝对不是只依靠教师就能学好的，它需要学
生自己从鲜活的文字中感悟到独特的情感，因此，由一篇文
章引发对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