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 小学语文风筝教案及
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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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篇一

教学目标：

1对鲁迅先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的理解文章主旨，获得思
想启迪。

3抓住关键词语，领会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4品味文章那声色兼备，形象鲜明的语言。

教学重点：

1多角度有创意的理解文章主旨。

2品味文章那声色兼备，形象鲜明的语言。

教学内容：《风筝》

教学目标：

1对鲁迅先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多角度有创意的理解文章主旨



3抓住关键词语，领会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多角度有创意的理解文章主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出示目标。（幻灯片）

看图，图上的孩子们在进行什么游戏呢？（放风筝）

这是一项有益于身心的活动。放风筝时，我们可以“上观白
云朵朵；下览绿草茵茵”。尽情地感受春的气息，这是何等
的惬意！然而，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尽情地享受这份放风
筝的自由和快乐呢？让我们走近文坛巨匠鲁迅先生，走进那
个时代，来了解一段关于风筝的故事。

板书：风筝鲁迅

二，简单介绍鲁迅（幻灯片）

鲁迅生于1881年，死于1936年，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
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
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
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
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他的作品是“中国反
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品都收集在《鲁迅全集》里。《风筝》一文选自《野草》。

三，整体感知课文。

自由朗读课文《风筝》。根据课文思路填空。（事先板书在
黑板上）



过渡：“风筝是春的使者！”人之常情，见到风筝应该是愉
快的。然而，作者“我”见到风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齐答：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1我为什么惊异？（故乡放风筝的季节是早春二月，而在北京，
冬季尚未过去，就开始放风筝，所以“我”感到惊异）

2我为什么悲哀？（见到风筝，“我”不禁睹物生情，不由想
起二十年前埋下的让“我”深深忏悔的种子――自己对小兄
弟的精神虐杀的一幕，也就是践踏风筝的一幕。）（板书：
悲哀）

过度：“精神虐杀的一幕”具体内容是什么？请在原文中找
到。

四，研读“忆风筝”部分，挖掘主旨

（一）解读“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绝望地站
在那里。”

（出示幻灯片）“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绝望
地站在那里。”（齐读）

1，圈出其中表示我的动作或神态的字词。你认为作者当时的
行为是一种怎样的行为？（板书：蛮横无理）

2，当我毁坏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制作的“蝴蝶”风筝时，小兄
弟有何反应？（板书：悲伤绝望）

3，“我”凭什么能这样理直气壮地来管理教育小弟呢？

（可由“论长幼”启发，引出封建礼教。）

明确：当时的思想观念是小孩子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另外就是封建的长幼尊卑观念，或许，以



前长辈是这样教育“我”的。“我”就用同样的方式来教育
小弟，这真可谓是一种“清醒的糊涂”。看似关爱，实在是
一种剥夺！小兄弟苦心孤诣制作的与众不同的“蝴蝶”风筝
就被我毁坏了。自然，“我”和小弟就都是受到了封建礼教
的影响的人！（板书：封建礼教。）

过度句：“傲然走出的'我”是否能够一直以这样的胜利心态
坦然自居呢？（不）

（二）女同学齐读第5段。

惩罚终于伦到了。二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自
己当年所犯的错误。

解读“不幸”

教师小结：一种可能；当年的“我”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
从关心弟弟出发，以兄长的身份毁坏了弟弟的风筝。还理直
气壮，傲然走出。直到二十年后，偶尔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
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
的天使。当年自己的脚不仅是践踏了一只风筝，而且还践踏
了一颗幼小的心灵，是对小兄弟的精神虐杀！此刻，他才知
道自己当年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这里的“不幸”是针对
当年毁坏风筝还自以为是的“我”来说的。其实，也是对那
个自以为是的“我”的“讽刺”。二种可能：当时的鲁迅已
接触科学思想，认识到当年对弟弟的管束有一种不平等的封
建长幼尊卑观念在里面。这和他所接触的新思想和他的韧性
的战斗精神是相违背的，而他又是一个严于自省的人，当年
对弟弟的精神虐杀已激发作者对自己的深深的自责！因此，
他把自己对弟弟的精神虐杀当作是对自己的惩罚。所以
说“不幸”。

2，既然，鲁迅先生知道自己错了，他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呢？



（想办法向小弟说明，向他道歉）

3，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知错就
改的人。很珍惜兄弟间的感情）

（板书：严于自省）

4，请求小兄弟的原谅，但小兄弟的态度又如何呢？从课文中
找出表示小兄弟的态度的话。（“有过这样的事吗？”（板
书：全然忘却）

（三）讨论：如何理解“有过这样的事吗？……”这句话？

（学生思考，各抒已见。两种可能）

（1），可能有的答案：小兄弟并没有忘记，因为他不想旧事
重提，不想伤害兄弟间的感情；一个善良真诚，一个宽容大
度；一个自省自责，一个幼稚纯真。是是非非总关情。（板
书：亲情）

（2），小兄弟可能是真的忘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生
活在封建礼教的黑暗里，传统的长幼尊卑观念已深入骨髓，
所以从来没把这样的事当成是不开心的事。他已经变得“麻
木”了。（板书：麻木）

按道理，小兄弟既然不记得此事了，“我”的心理应该是轻
松起来才对的，可是，鲁迅先生的心情是不是变得轻松起来
了呢？（没有）

“我不觉得轻松反而觉得沉重”为什么？

（1，“我”无从补过；

2，当年的精神虐杀者“横行无忌”，被虐杀者毫无反抗，并
且，当虐杀者醒悟时，被虐杀者依然“麻木”。这是一种怎



样的“悲哀”啊！这怎能使严于自省的鲁迅先生轻松呢？）

小结：一只承载着童年的梦幻和追求的胡蝶风筝，却由于我
和弟的麻木，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地飞翔于蓝天，这正是旧中
国儿童的悲哀！也是当年中国民众的悲哀！这怎能不让人思
索？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怎能不让人愤怒疾呼呢？板书：
悲哀（教师完成板书，勾画出胡蝶）

拓展延伸：文章还有个别语句我们留待下节课来品析。下面
进行说话练习。大家应该都玩过放过风筝的游戏吧，下面就
以放风筝为话题进行说话练习。要求说出你对这次游戏的感
受。

结束语：

一出风筝事件，牵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兄长严于自责，小
弟全无怨恨，这兄弟间的情谊因风筝事件而显得更美、更和
谐。鲁迅先生在这篇散文里不仅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儿童
的毒害，也为我们吹奏了一曲人情美的温馨之歌。还让我们
深深地感受到了童心的浪漫，自由的可贵，愿同学们都能拥
有自己自由、快乐发展的天地，让我们一起来朗诵清朝高鼎
的一首“风筝”的诗吧！清朝诗人高鼎的《村居》诗：“草
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用幻灯片）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篇二

鲁迅的作品向来令学生头痛，我也算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进
行思考。对《风筝》这篇课文的研读，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对于教学设计，我则思索了更长时间。一直思索怎样教可
以使学生读鲁迅的作品不累不吃力，但是苦于不得要领。等
到上课的前两天，我才突然间顿悟，理清了思路，找到了突
破口。教学完成以后，反思如下：



1、作为“作品”处理，而非阅读技能处理

我的教学目的是试着让学生去挖掘鲁迅作品里的深层次内涵，
试着让学生去体悟鲁迅人格的深邃魅力。教学目标不是针对
阅读技能而言的，所以，这堂课上完了，学生想得到阅读技
能或是阅读方法的训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教学定位
本不在此。

2、离“家常课”距离很远很远

一直以来，总坚信：越好的课越普通。家常课的味道是很重
要的，给学生以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但是，我这堂课是
不行的。因为这前的预习工作就做了很多事，为上课做了很
多的铺垫，所以我的这堂课设计是不能随手拿来给其它的学
生上的。要上也得有个前提，一是学生对课文要读得比较熟，
二是学生之前预习工作要充分，对鲁迅这个人有比较整体的
了解。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样的教学设计，学生是接受不
了的，肯定会晕头的。

3、教学问题设计既是缺陷也是困惑

这堂课的设计主要是以问题呈现的，在这堂课的`设计好以后，
我自己也感觉问题较多，自己想整合成几个主问题，这样可
以一条线贯穿下来。但是一直苦思冥想都一无所获。本来以
为自己能想出来，但是事实证明，我是自不量力！我还是没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一直想着把某几个问题删掉，精减
成几个问题，但是，自己又比较“小气”，总感觉这几个问
题都是挺重要的，不忍割舍任何一个。

4、教学预设大于教学生成

整堂课的教学，最失败之处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顺着我设计
的环节一步一步往下走，而教学的动态生成可能并不是特别
理想。就算学生有动态的生成，那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的，



说的答案也是我所期望的答案。

教师理解是不是就一定要传授给学生？鲁迅作品《风筝》确
实有很多隐喻意义，但是，这种深层的解读，是不是老师自
己懂了，就一定要把它全教给学生呢？学生能接受的了吗？
备学生远远比备教材重要。可是，总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能传
授给学生，所以，整堂课的控制上，问题的探究上，知识的
呈现上，主要还是以我原先的预设为主，我设好了圈套，等
着学生来钻。

不过，这堂课生成的部分还是有的。比如：最后，一问“通
过以上的讨论，你觉得这篇课文还仅仅是在讲风筝吗？如果
不是，那这篇课文还在传达什么呢？”对于这一问的设计，
是和我整堂课的教学定位相统一的，我预设的主要落点是倾
向于鲁迅个人的深度自省与顽强抗争的命运意识与民族意识。
我也知道，初一的学生很难理解到这一层，所以在这一步，
我主要让学生各抒己见便可，读出自己的心得，并不要求理
解到这个高度。学生的回答，有说亲情的，有说孩子教育的
等等，这些都是我预设以外的，整堂课没有一个环节的设计
和这种解读有密切关联，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读出来的见解，
都是他们自己的心得。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教师的理解并
不等于学生的理解。况且，这种理解，学生也能自圆其说，
讲得合情合理。我觉得这样挺好。

尽管这堂课总体以预设为主，但是，我自己的头脑是清醒的。
在备课阶段，本来也想把教学定位在从“亲情”、“教育”
这些角度来解读文本，但自己总是不愿意，因为我个人总觉
得，这样解读离鲁迅作品的高度相差太远，这样解读太肤浅。
一直思索着能够深入浅出的教学本文，因为鲁迅作品的隐喻
意义探讨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难点。所以在
课堂上，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灌输”，如果学生有的
有难度，那就算了，大不了不解读，感觉感觉就可以了，否
则，学生真的会晕头的。正如我所料，当我提出“为什么小
兄弟会全然忘却？”这一问题时，学生感到很大的困难。为



了思索的快些，我提醒学生：为什么小兄弟连自己当年的最爱
“风筝”会忘记？你会忘了你的最爱吗？为什么小兄弟连自
己最重要的精神都被虐杀了，还会忘记呢？怎样的人会连自
己的精神被虐杀了，还会忘记？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让学生讨论探究。为了不造成盲目讨论的假象，我要求学
生先自己静心沉思后，再和同学交流看法。讨论结束后，学
生的回答，应该说是出色的，他们确实是在思考。但是，学
生理解问题的深度与我的预设肯定有距离。这是我上课前，
自己也早就料到的。我直接把答案灌输给学生吗？我没有！
我没有发表过多自己的看法，我也没有否定学生的看法，而
是一直在提示他们，一直暗示他们，是不是可以思考得更深
刻一些？当我确定学生实在只能回答成这样了，我笑了笑，
我反问他们：你们对自己的答案满意吗？有好多同学叫到：
满意！我便说，好！你们自己满意就好！在这里，我没有强
行灌输，哪怕学生的解读不是很深刻，比较粗糙，但是，学
生自己都很满意了，就没有必要去多说什么了。

5、“先入为主”思想的危害

在本文的教学中，贴近文字的研读或是说朗读，是不太多的。
一考虑到整堂课内容比较多，快时间来不及，二考虑到整堂
课定位是通过本文学习解读鲁迅人格，而不是定位在阅读方
法与阅读技能上，所以对课文贴近文字的朗读，这一工作，
我是课外让学生在预习这一环节自己去完成的。而上课，就
是谈论交流看法。好比《风筝》这篇作品，只是了解鲁迅人
格的一个“用件”而已，并不是作为“例文”或是“定篇”
或是“样本”处理。所以课堂上，贴近文字研读，是做得很
不够的。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篇三

我在教学中紧抓小熊和松鼠“友谊带来快乐”这条线，放手
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体验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在朗读中悟情理、品情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设置感人情境，给学生情感熏陶

教学一开始我就通过板画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感染了学生的
情绪，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也为后面理解课文内容做好
铺垫。

二、入“情”诵读，层层感悟

以读为本，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读是理解文字、体会
情感的纽带。“语文教学要回归到读上，所有的创新都应建
立在读好的基础上。”

1、把“读”贯穿始终，读中感悟，以悟促读。抓住了文中的
第三和第五两个重点段。引导学生揣摩人物的心理，引起学
生情感上的共鸣，再通过读强化学生的内心体验，使学生读
出了意，读出了形，读出了情，读出了味，把课文的人物形
象、情感、语言三者融为一体。

2、教学中抓住情境体验。如抓住“乐坏了……”等语句，体
验情境，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
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结合具体的语境，体会
了“飘与漂”的不同含义。

三、入“情”想象，深入探求文本内涵

本文中有些地方描述比较详细，而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简约含
蓄，给学生们的思维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延伸的空间，我充
分利用这些“空白”点让学生想象，来开拓学生的思维，在
人文感悟的同时进行有效的语言训练，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同时，也使工具性和人文性有一个较好的体现。

四、识字教学情意化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教学要注重运用多种形



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有主
动识字的愿望和习惯，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我在识字
教学中，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充分利
用儿童的生活经验，注重教给识字方法，力求识用结合。让
学生快快乐乐识字。在教“幸福”二个字时，把他们放在词
中理解，让学生找出这二个字中蕴藏的两个词语“幸福”，
字书写完后，把它们放置在语境中，富生字以人文内涵，使
生字教学更生动、更形象、更丰满!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篇四

《纸船和风筝》是一篇挺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文章以生动的
语言，向小朋友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让
小松鼠和小熊成了好朋友，在清清的溪水里和蓝蓝的天空中
也留下了纸船和风筝带去的问候、祝福、谅解和浓情，真正
成了维系、发展他们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教学这篇课文，我反复琢磨了许多遍。如何设计教学进行了
充分的准备。自己感觉对这篇课文，还是吃得比较透的。

主要设计思路是：以小松鼠和小熊感情的变化为线索，让学
生读课文，体会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哪些变化？纸船和风筝对
他们情感的变化所起的作用？这些问题引导孩子们细读课文。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很好，这可
能得益于趣味性设计（如摘苹果放进纸船、苹果给老师、同
学们说悄悄话），让孩子们以各种形式的读来理解语言文字，
问题的设计等引起孩子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深入研读的。
我的情感投入深深的影响了孩子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读让孩
子们和小熊、松鼠一起同欢乐共痛苦。尤其是学习他们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理解的部分，孩子们都读哭了。孩子们在我的
指导下真正走进了文本。

但课堂总是充满了遗憾啊！在课堂实际生成的瞬间，教师只



能凭自己的一种直观感受去感受来自孩子们的对文本的解读
和回应，然后对教学预设作出相应的随机调整。这种课堂策
略当然受教师敏感度和经验度的影响，我在这方面明显是欠
缺的。

有很多地方不太理想，引起了我的思考。

1.朗读得多，但还是缺少一个让孩子将课文语言内化为自己
语言的机会，没有为学生提供运用语言的平台。

2.课堂教学设计得太满。可能出于向学生们展示一个较为完
整的教学流程的考虑，我的教学安排过于饱满，使得最后合
作读读、演演的环节没能充分展开。读的高潮掀起处的不是
很多。教学中如果一节语文课能时不时掀起朗读高潮，那才
叫精彩！以后的教学中我将力争做到。

3.课堂上我对孩子们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不多。要知道孩子们
是特别喜欢老师给予他成绩的肯定。激励性的语言更能激发
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风筝教案反思小班篇五

教学目的：

1、认识“8个生字，会写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松鼠和熊友谊。

3、借助插图，了解课文内容。

4、感受人物喜怒乐情感变化，使学生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
有一定感受。

教学难点重点：



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对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有一定感受。

感受人物内心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

教学内容：

课本第-页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看了这个题目你想到了什么?(学生质疑)

3、识字写字。

4、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拼音读准字音。

其中的生字。

6、利形声字的规律识字。利用形声字的特点学习“抓、莓、
吵”三个声字。读准字音，理解字义。

7、重点分析“坏、扎、抓、幸、福”。

5、指导写字：重点指导“幸、抓、祝、福”。

幸：上下结构，右边是“土”不是“士”

祝福：两个字的左边都是“示补旁”。不是“衣补旁”。

二、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



三、自由读课文：说说你读后有什么感受。

四、教师范读课文：听后说说你有什么一步的感受。

五、板书设计。

20纸船和风筝

坏扎抓莓幸福吵受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出示词语：学生开火车词语。

复习生字读音。(出示卡片，认读生字)

二、朗读感悟。根据下面问题，找到相应段落。并朗读中，
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1、小熊第一次拿起纸船，心里可能怎么想。

2、为什么“山顶上再也看不到飘荡的风筝，小溪里再也看不
到漂流的纸船了”?

后来小松鼠放了一只纸船，如果是你，你会主动放这只纸船
吗?

三、举行朗读比赛。先小组比赛，一人读，其他成员做评委。
选出代表在班上比赛。全班同学进行评价。

(四)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并说说读后的感受。

四、板书设计。



(1)纸船和风筝

风筝

松鼠小熊和睦相处

纸船

教学反思：

我放手让学生读,愿意读哪句就读哪句这句话，学生自己选择
读书方式和精度内容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同桌或者
分组共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