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 比尾巴教学反思
(实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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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一

我是今年刚刚分配在火星二小的新任教师，上天给了我们这
批幸运儿一个绝好的锻炼机会，先有"蓝青工程"活动，我们
每个青年教师都有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师傅，后又学校举行
了教学"创新杯"大赛，作为一名新教师，我是非常看重这次
比赛的，一来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二来对自己把一个学期
的工作也是一个检验。在比赛之前，我进行了准备工作，关
选课文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最终选定的是一年级语文课文
第10课《比尾巴》。选定课文，设计教案，试教，修改教案。
反反复复地征求指导老师，其他老师的意见。根据自己的的
理解，结合老师们的意见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孩子的
眼中，小动物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再根据自己的特长，自
己画了课文中动物的图片。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二

比尾巴》是一首极富童真童趣的儿歌，抓住各种小动物尾巴
的特点，以“比”的形式为主线，以对话的形式向孩子们介
绍了猴子、兔子、松鼠、公鸡、鸭子、孔雀六种动物尾巴的
特点。

在孩子们眼里，小动物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天生就非
常喜欢小动物，对于奇特的动物尾巴更是感到新奇和新鲜。
这为本课教学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课前，我跟孩子们做了个热身游戏。看看谁的反应快。“摸
摸你的小鼻子”；“摸摸你的小耳朵”；“摸摸你的黑头
发”；“摸摸你的圆脸蛋”；“摸摸你的长尾巴”。“哈哈
哈……”孩子们一片哗然。“你们有尾巴吗？”“没
有。”“可我们身边很多小动物都有尾巴，今天，它们还要
进行一场比尾巴大赛呢。”趁孩子们游戏时的兴奋劲还在，
我趁热打铁，迅速把他们引进课文情境。

一开始上课，我就创设了一个动物王国比尾巴大赛的情境，
请孩子们来当裁判，把他们置于活动当中，让他们走进文本，
同时也让让接近生活实际的活动走进他们的认知世界和情感
世界，这样的情境确实很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我始终都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要想当
一个合格的裁判，要能正确叫出这些小动物的名字。”“一
名优秀的裁判，肯定不会被这些生字宝宝难倒。”“谁能用
你的朗读把比尾巴的故事告诉大家，比比谁是最出色的裁判。
”这样，孩子们在学中玩，玩中学，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识字、朗读都顺利过关。

儿歌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基础好的学生在课前就会背了，为
此，在朗读指导过程中，我给他们配上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在语文教学中融入音乐元素，采用男女生对读、拍手读、跺
脚读等形式，调动他们的多种感观来参与学习活动，使课堂
充满了活力。

在完成阅读、识字基本任务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通过读课
外书、上网找资料等多种途径了解其他动物尾巴（嘴巴、耳
朵）的特点，拓宽语文学习的空间，培养收集信息的能力。
然后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交流、处理，仿写小诗，让学生进
行语言实践活动。孩子们写出的.一首首小诗，让我感受到，
这样的教学是很有效的。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三

《比尾巴》是一首极富童真童趣的儿歌，抓住各种小动物尾
巴的特点，以"比"的.形式为主线，以对话的形式向孩子们介
绍了猴子、兔子、松鼠、公鸡、鸭子、孔雀六种动物尾巴的
特点。

在孩子们眼里，小动物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天生就非
常喜欢小动物，对于奇特的动物尾巴更是感到新奇和新鲜。
这为本次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里，我始终都从幼儿的兴趣入手。以多种
形式(男生女生对答、师生对答……)变换朗诵儿歌，以便让
幼儿充分体验学习问答式儿歌的乐趣。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让幼儿在我们教师的细心照顾、精心
培养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四

《比尾巴》一课能够看得出是富有童趣的儿歌，抓住小动物
尾巴的特点，以“比”字为主线，以对话的形式向学生介绍
了猴子、兔子、松鼠、公鸡、鸭子、孔雀动物尾巴的特点。

在天真的学生眼里，小动物是他们十分喜欢的朋友，对于不
一样的尾巴更是感到那么的好奇。这为本课教学奠定了坚实
的感情基础。

课前，与孩子学生一齐做个游戏看谁的反应快。“摸摸你的
头”；““摸摸你的.腿”；“摸摸你的小肚子”；“摸摸你
的尾巴”。“哈哈哈……”孩子们一片哗然。“谁有尾
巴？”“没有！”“你们知道谁有尾巴吗？”“小动
物。”“小动物们有尾巴可高兴啦！趁孩子们游戏时的兴奋
劲还在，迅速把他们引进课文的境界里。



上课了，我就创设了一个动物王国比尾巴大赛的情境，请孩
子们来当裁判，把他们置于活动中去，让他们走进文本，让
他们接近生活实际的活动走进他们的认知世界和情感世界，
这样的情境确实很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环节里，
我始终都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要想的当一名合格的裁判，
务必正确的叫出这些小动物的名字。”所以我反复的让学生
读词语，还点学生当播音员，请出小动物。“听音乐（课文
儿歌）。”“给小动物找尾巴（拓展训练）。”让孩子们在
学中玩，玩中学，学习的用心性被调动起来了，识字、朗读
都顺利过关。但是在这堂课中，难题也不少，是我在今后的
教学过程中务必予以重视的。在课堂上要多鼓励学生，对于
他们的回答予以肯定的评价。一年级的小学生都喜欢得到老
师表扬，因为这些会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所以我
对学生的表扬与鼓励要高度重视。在课堂上应变潜质不够。
个性在学生回答不足时，操之过急，没有很好的循循善诱，
与其学生共同找出正确答案。以上的不足，我会在日常教学
中多加留意，避免再发生，让学生学得更开心、更有味，对
自我更有信心！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五

从备课到上课，我始终抓住两个重点：

其一、认识《比尾巴》中的生字；

其二、在教学各个环节中，都要让学生体现出他的自信。

新教材最注重的就是要学生主动地去学。从识字到朗读到表
演，一切都需要学生来参与，如果学生从头至尾，缩手缩脚，
畏首畏尾，那么这堂课无疑是失败的。在当小教师，小评委
朗读明星的过程，我很高兴的看到学生们高高地举起手，眼
中充满着期待，期望教师能给自己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
们不仅仅渴望得到教师的赞扬，更愿意赢得同伴的认可。如
果没有强烈的自信心支持着他们，教学效果肯定会差很多。



在学习中，他们不单做到自己行，更力求做到合作大家行，
既有师生间的配合，又有同伴间的一问一答，在这个过程，
需要每个人都集中精力投入其中。不仅仅关系到个人，更关
系到同桌，小组，全班。仅有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地应对每一
个要求，才能做到最好。教室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殿堂
也是学生们施展各自才华的大舞台。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须在今后的教学过程
中予以重视。在教学生字时，还应注意每个字要有侧重点，
或重音，或重形，在教学是还要加强义的.学习，并能适当地
加以扩展，而不是仅限于课本上的知识。同时，在课堂上还
要多激励学生，对于他们的回答予以中肯的评价，一年级的
学生尤其期望能得到别人的赞许，这往往会影响到他们今后
的学习生活，所以以后，千万不能吝啬表扬。在上课时，应
变本事还不够敏捷，尤其，当学生的回答没有到达预期目标
时，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应循循善诱，共同找到正确答案，
不能一口否定，打击学生的自尊心。以上这些不足处，仅有
在日常教学中多留意，避免再发生，让学生学得更开心，对
自己更有信心！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六

我是今年刚刚分配在火星二小的新任教师，上天给了我们这
批幸运儿一个绝好的锻炼机会，先有"蓝青工程"活动，我们
每个青年教师都有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师傅，后又学校举行
了教学"创新杯"大赛，作为一名新教师，我是非常看重这次
比赛的，一来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二来对自己把一个学期
的工作也是一个检验。在比赛之前，我进行了准备工作，关
选课文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最终选定的是一年级语文课文
第10课《比尾巴》。选定课文，设计教案，试教，修改教案。
反反复复地征求指导老师，其他老师的意见。根据自己的的
理解，结合老师们的意见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孩子的
眼中，小动物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再根据自己的特长，自
己画了课文中动物的图片。



比尾巴教学反思篇的篇七

《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是小学语文第二册第4组教材的最后一
篇课文，是一篇充满童真童趣的科普童话故事。课文借助形
象化拟人的手法，通过小壁虎向小鱼、黄牛、燕子借尾巴的
故事，分别讲了鱼、牛、燕子、壁虎尾巴的特点，揭示
了“动物尾巴都有用”这样一个道理。

《小壁虎借尾巴》这篇文章生动有趣，把小动物有礼貌和它
们之间真诚相待的美好形象表述得栩栩如生，符合一年级儿
童的年龄特点。有助于向学生进行科普教育，发展学生观察
能力、审美能力、朗读能力。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教学《小壁虎借尾巴》时，我给
学生足够的读书机会，采用多种形式朗读，如：自由读、小
组读、齐读等，理清课文的主脉，了解文章的内容，让学生
通过朗读读懂每种动物尾巴的作用。尤其是在朗读中还要让
学生读懂对话的语气。注重把小动物有礼貌和它们之间真诚
相待的美好形象表述得栩栩如生，让学生仿照问话，学着用
请求的语气读懂小壁虎结尾巴的经过，培养语感及体会语境。

课文第三、四、五自然段结构相同，内容相似，分别写了小
鱼、老牛、燕子尾巴的作用。因此，在教学第三段时，我让
学生在详细理解的基础上，边读边做动作，并通过课件演示
的方式，让学生体会到小鱼的尾巴的重要作用，紧接着，让
学生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全班交流找同学朗读课文。在
此基础上，让学生自读自悟，增强个人的朗读体验，分角色
读课文，汇报朗读，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课文内容，达到朗读
个性化的体验。

由于过于注重朗读的指导，而忽视了对文中引号的学习及点
拨，这也是对学生读文、写话，尤其是写人物对话时的重点，
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文本，挖掘文本，达到课堂教学的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