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 水上飞机教学反
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篇一

《水上飞机》是一篇很简单的童话，作者用拟人手法，透过
小海鸥与水上飞机的对话，形象地介绍了水上飞机的主要作
用。

针对课文简单易懂的特点，在上课时，我用两个问题指导学
生展开学习活动。

由于留给学生充分时间让学生自学、讨论，所以在全班交流
时，学生的发言都很精彩，有的丰富的想象甚至超出了我的
预料。

课下，我让学生以“水上飞机”的身份写一段自我介绍，要
求是能够紧扣课文资料，也能够在课文基础上加以想象和拓
展。从我之后收上的写话作业看，大部分学生写得都很完整，
有的.还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使资料丰富了许多。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篇二

《水上飞机》一文是用拟人手法，通过小海鸥和水上飞机的
对话来叙述的。小海鸥的吃惊和对水上飞机的佩服，正是代
表了孩子们对水上飞机这一最新科研成果的好奇、向往。教
学中我抓住了两点进行教学：



第二，了解其他水上飞机的种类及其相关的主要用途，并抓
住省略号这一处留白，让学生讨论说说还会有哪些种类的水
上飞机，激发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志趣。

第二课时中，我让学生整体感知1―6自然段，边读边体会小
海鸥的情感变化，并圈圈能表示这种变化的词语，让他们对
这一段内容有一个整体印象。学生一下就能找出有关词语：
奇怪――吃了一惊――佩服。然后让他们谈谈小海鸥情感变
化的原因，这里又抓住小海鸥的想法及对于“掉”与“降
落”的比较，深刻体会到水上飞机特殊的外形和功用。

因为这段话是对话比较多，再加上学生在期中质量调研中体
现出对标点符号，特别是对人物对话中提示语的运用掌握不
扎实，所以我根据这段对话让学生加提示语，还要在不同位
置加。学生兴致浓厚，有的加了：小海鸥好奇地问、拍拍翅
膀吃惊地问、绕着水上飞机睁大眼睛惊讶地说……水上飞机
和蔼可亲地说、转了转螺旋桨微笑着说、自豪地说……最后
进行朗读表演。这样，学生感同身受，很自然地把自己当作
是文中人物，入情入境，朗读起来也是有滋有味，演得栩栩
如生。同时也让提示语的到了巩固与应用。

在第七自然段的省略号部分，我让学生说说还想设计哪些种
类的水上飞机？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加上学生的兴趣被激
发起来，学生顿时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表达的欲望马上展现
出来，他们个个争着发言，述说自己未来想创造的飞机，讲
得头头是道，一个比一个精彩，思维的火花也不断闪现……。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篇三

《水上飞机》是苏教版国标本教材三年级下册的一篇科学童
话。课文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小海鸥看到和听到的，写出
了水上飞机的外形及特点；通过小海鸥与水上飞机的对话，
形象地写出了水上飞机的广泛用途，向学生展现了科技新成
果。课文故事性强,情节饶有趣味,没有艰涩的术语，浅显易



懂，语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是加强语言训练，增强朗读
感悟、激发科学兴趣的好教材。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抓住了两点进行教学：第一，体会
小海鸥的情绪变化及水上飞机的自豪感，并进行朗读表演，
感受海上救护机的特殊本领；第二，了解其他水上飞机的种
类及其相关的主要用途，并抓住省略号这一处留白，让学生
讨论说说还会有哪些种类的水上飞机，激发他们学科学、爱
科学的志趣。

课文1—6自然段，通过小海鸥初见海上救护机并与其谈话的`
过程，把小海鸥从新奇、吃惊到佩服的情绪变化，描摹得生
动有趣，活脱脱一个可爱好学的小朋友形象。也确实是如此，
水上飞机的这种表现，正代表了孩子们对这一最新科技成果
的好奇和向往。水上飞机的回答，又满足了孩子们的求知欲，
同时还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对水上飞机的探究兴趣。

因此，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整体感知1—6自然段，边读边体
会小海鸥的情感变化，并圈圈能表示这种变化的词语，让他
们对这一段内容有一个整体印象。然后让他们谈谈小海鸥情
感变化的原因，深刻体会到水上飞机特殊的外形和功用。最
后进行朗读表演。这样，学生感同身受，很自然地把自己当
作是文中人物，入情入境，朗读起来自然是有滋有味，演得
栩栩如生。

孩子是富有奇思妙想的，给孩子一个展现的空间，充分发挥
他们的想象力，让学生走进文本的同时又走出文本，走入生
活，进而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志趣。

回顾本节课的教学，对于文中小海鸥的情感挖掘还不到位，
学生读的时候体会不够深刻；另外，由于时间关系，“究
竟“一词的不同含义学生虽然理解了，但是没有充分激发他
们的思维，用不同意思说话的训练效果也不是很好。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篇四

《水上飞机》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从浅显易读的故事中，
我们认识了水上飞机，知道了水上飞机的种类和作用。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开始，我借助生动的画
面，将水上飞机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引导他们自己去观察、
去比较、去发现。在他们自主观察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归纳
出水上飞机的外形特点，并顺势引导他们随着故事中的小海
鸥一起去问个“究竟”——进一步了解水上飞机的特殊功能。

在理解文中的关键词语“究竟”的用法，区分“掉”与“降
落”的异同中，我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通过截图讨论，
动画演示的方式，很容易化解了这个难点。用“究竟”造句
的过程，我从学生的“学”出发，研读学生，了解学生学习
的生活积累，对语言文字感知的难易程度，在此基础上为学
生提供一个查词典理解词语的做法，学生在对比讨论中弄
清“究竟”一词的三种用法，在用它说话时，采用言语交际
的思想，交流的方式在这看似简单实则收效甚丰的造句过程
中，因势利导，有效训练造句。

而区别“掉”与“降落”的使用异同过程中，我使用幻灯自
带的动画设置时间差，在演示的过程完美表现出“掉”下
与“降落”的本质区别，凸显出水上飞机的高超技能。

语文有着内容的丰富性和阅读的多解性，而想象是创新的只
旁，最能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挖掘学生思维的深度，最能
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散，最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
力。

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我又紧紧抓住句末省略号带
来的空白，启发学生畅想水上飞机其它的用途，激发学生的
想象能力。“水上飞机的本领可大啦，可由于海浪的袭击，
打断了水上飞机的介绍，它马上要去执行任务呢！你能根据



你平时积累到的课外知识帮它把没有介绍完的地方给小海鸥
介绍完整吗”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群情激愤，小组讨论
热烈，有的说：“我叫海上清洁机，能清除海面上的垃
圾。”有的说：“我叫海上巡逻机，能在海面上巡逻，一发
现敌情就立即报警，不让敌人来侵略我国的领域。”还有的
说：“我叫水上勘探机，能潜入水底，探测开采海底的各种
宝藏。”最后我对孩子们说：“你能也用上刚才的句式把刚
才大家说的连起来说一说吗？” 有了上面的思考与实践，孩
子们课文拓展运用的能力水到渠成。

孩子的心中，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净土，有着无限的想象力，
让我们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吧。

美术飞机教案反思篇五

《水上飞机》是苏教版国标本教材三年级下册的一篇科学童
话。课文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小海鸥看到和听到的，写出
了水上飞机的外形及特点；通过小海鸥与水上飞机的对话，
形象地写出了水上飞机的广泛用途，向学生展现了科技新成
果。课文故事性强，情节饶有趣味，没有艰涩的术语，浅显
易懂，语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是加强语言训练，增强朗
读感悟、.激发科学兴趣的好教材。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抓住了两点进行教学：第一，体会
小海鸥的情绪变化及水上飞机的自豪感，并进行朗读表演，
感受海上救护机的特殊本领；第二，了解其他水上飞机的种
类及其相关的主要用途，并抓住省略号这一处留白，让学生
讨论说说还会有哪些种类的水上飞机，激发他们学科学、爱
科学的志趣。

课文1—6自然段，通过小海鸥初见海上救护机并与其谈话的
过程，把小海鸥从新奇、吃惊到佩服的情绪变化，描摹得生
动有趣，活脱脱一个可爱好学的小朋友形象。也确实是如此，
水上飞机的这种表现，正代表了孩子们对这一最新科技成果



的好奇和向往。水上飞机的回答，又满足了孩子们的求知欲，
同时还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对水上飞机的探究兴趣。

因此，在教学中，我带领孩子逐句理解文章内容，体会对话
中的语气变化，同时又抓住小海鸥的想法及对于“掉”
与“降落”的比较，深刻体会到水上飞机特殊的外形和功用。
但在这一部分教学中，只是较简单的讲解了“掉”与“降
落”，却未能深层次的引导孩子理解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水上
飞机所特有的本领。如果在这部分教学中，能够加以强化处
理，学生理解的将会更到位。最后进行朗读表演。这样，学
生感同身受，很自然地把自己当作是文中人物，入情入境，
朗读起来自然是有滋有味，演得栩栩如生。

第七自然段，写海上救护机介绍其它水上飞机的种类和主要
用途。这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点。在教学时，引领学生来了
解水上飞机的种类及其相关的主要用途。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找出其他水上飞机的作用并给他们起名字这样一个教学环节
处理本段的教学任务。结尾的省略号部分，我启发学生进行
合理想象，让他们说说还想设计哪些种类的水上飞机？因为
学生的兴趣被激发起来，思维的火花也不断闪现……比如说
有的孩子说道“我叫海上清洁机，能清除海面上的垃圾”有
的说：“我叫海上勘探机，可以勘测到海底所蕴藏的珍贵的
海洋资源”还有的说：“我叫海上巡逻机，能在海面上巡逻，
一发现敌情就立即报警，不让敌人来侵略我国的领域”孩子
是富有奇思妙想的，给孩子一个展现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
的想象力，让学生走进文本的同时又走出文本，走入生活，
进而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志趣。然而教学中还是存在
很多不足，比如说过多的指导孩子朗读的能力，以至于时间
分配上不尽合理，尤其体现在对第7段的讲解上，因为时间的
局限，对这部分的朗读投入时间寥寥无几，影响了孩子对于
水上飞机强大本领和作用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