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模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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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一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典型的科普说明文，主要向人们
介绍了科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
种小型恐龙的后裔。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在古生物研究方面
的重大发现，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
唤起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当我看了文本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该教什么？很显然，象
这样的文章，“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了解恐龙飞向
蓝天的演化过程”是教学重点之一，也是学生感兴趣的知识
点，但是在第一课时到底该先教什么如果教师没有很好的把
握，很容易偏离语文教学的宗旨，游离于语文教育目标之外，
上成科学课或者其他课。由于我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即教
什么）有十分清楚的意识，关注到了知识背后语言文字、表
达方式。于是我把教学任务主要定在两个方面：

1、正确、流利朗读课文，感知文章大意，梳理演化过程。

2、感受说明性语言准确性特点，领悟作者介绍清楚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思考怎么教？我想这是第一课时，字词是
不能丢的，但是怎样让字词教学更有趣些呢？于是我设计了
通过看图来唤起学生对文本字词的复现，从而也激起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内容也要感知，但
是课文那么长，学生读一遍下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试教之
后老师们讨论：反正是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上课的，那么可
以在课堂上分步感知课文，在逐段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
感知课文。当然逐段的学习是有详有略的。第1、2自然段只
了解“假说”，然后就直奔重点段———第4自然段。参考书
上有一张表格就是梳理第4自然段的内容的，我想就让学生填
表后再交流。可是我一试教，学生填表格的速度很慢，有的
甚至不会填。因为我根本没有教给学生填表格的方法，而且
表格设计得太复杂不利于学生概括。经过修改后表格设计简
单了，并且在填第一行时教师先做示范，教给学生抓关键词
来填表格的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明确了，积极性也提高了。
在完成的过程中，也清楚地知道了恐龙飞向蓝天的过程。因
为表格的提示，他们的叙述便显得十分的有条理。但是在课
堂中花的时间还是有些长，学生的速度也不一致。我想在这
一点上我的考虑还不是很全面，怎样提高填表格的效率，让
学生把课文梳理得更清楚简洁，在复述演化过程时能更有条
理、清楚。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二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文章，主要向人们介绍了科
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种小型恐
龙的后裔。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们在古生物方面的重大发现，
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唤起了他们对
科学的浓厚兴趣。

首先我让学生欣赏了恐龙与鸟类图片，其中穿插本课的部分
词语，进行分类导入，这个地方由于图片激趣，引导学生产
生了好奇心，求知欲，激发了学生读书的学习积极主动性。
之后，让学生自学课文，读词语。然后就重点分析设计的几
个点。一是第一小节的最后一句话，初读完毕，我引导学生
重点对科学家的观点句“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
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进行探讨分析，



重点抓住“中生代时期、一支、漫长”这三个词语进行理解、
丰润，帮助学生理清这一科学概念。二是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讲述的是科学家提出的观点的依据。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
自由读课文，然后将文本内容概括成简练的三句话，让学生
进行排序。这一设计既让学生再次梳理了课文的内容，也让
学生感悟到科普类文章语言的有序性。科普类文章同样不能
丢了情感。我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最后两句话时，重点抓
住“欣喜若狂”，引导学生层层深入的理解科学家们此时的
心情，然后进行感情朗读达到情感和语言的外显和内化。第
四小节这个段是按顺序写的，很有条理。我就让学生以填表
为主，让他们填好后再交流，指导朗读。

在教学过程中，我留给学生较多的读书时间，充分激发学生
的主动意识何进取精神。顺学而导，以学定教，由浏览读课
文再至默读课文，引导学生练习默读，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好习惯。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三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典型的科普说明文，主要向人们介
绍了科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种
小型恐龙的后裔。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在古生物研究方面的
重大发现，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唤
起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当我看了文本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该教什么？很显然，象
这样的文章，“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了解恐龙飞向
蓝天的演化过程”是教学重点之一，也是学生感兴趣的知识
点，于是我把教学任务主要定在两个方面：1、正确、流利朗
读课文，感知文章大意，梳理演化过程。2、感受说明性语言
准确性特点，领悟作者介绍清楚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思考怎么教？我想这是第二课时，字词是
不能丢的，于是我设计了复习词语环节。由词语过度到科学



家的假说：恐龙是如何演化为鸟类的？然后就直奔重点段
－——第4自然段。我把这一段分为了四层，每层出示一个词条
“第一种恐龙”“庞大家族”“一些猎食性恐龙”“鸟类”
然后分层次教学。在第二层次“庞大家族”教学时参考书上
有一张表格是梳理恐龙种类的，我想就让学生填表后再交流。
可是我一试教，学生填表格的速度很慢，有的甚至不会填。
因为我根本没有教给学生填表格的方法，而且表格设计得太
复杂不利于学生概括。经过修改后表格设计简单了，并且在
填第一行时教师先做示范，教给学生抓关键词来填表格的方
法，学生的学习方法明确了，积极性也提高了。在完成的过
程中，也清楚地知道了恐龙飞向蓝天的过程。因为表格的提
示，他们的叙述便显得十分的有条理。但是在课堂中花的时
间还是有些长。我想在这一点上我的考虑还不是很全面，怎
样提高填表格的效率，让学生把课文梳理得更清楚简洁，在
复述演化过程时能更有条理、清楚是今后再授本课要把握的
重点。

为了完成第二个层次，我设计了比较句子的环节让男女生对
比朗读、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比较中发现恐龙家族的庞大。再
通过读来体会这类科普性说明文用词的准确与科学。在指导
朗读时，开始我以为四年级的学生了，想用课文本身的语言
去打动他们，很少考虑用一些的激发的手段，结果课堂上读
得比较单调，学生的情绪也不高。吸取教训之后，我采用了
多种方法如：自己比较读、男女生对读、教师引读等，让学
生读得更有兴趣，课堂上效果也明显好了。但是，表面上学
生似乎体会到了语言的准确性，可实际还很不够，具体地说，
感悟科普性文章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不能只是停留在比较分
析的层面，一定要内化到心灵！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读，
应该让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内化。

通过这一次的磨课活动，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
如教师的评价语言、引导语言都还有待提高，对课堂的动态
生成把握还不够，需要积累更多的教学机智。但是虽然“路
漫漫”，可我一定会努力求索！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四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性的说明文，语言既精练有
优美，还极具逻辑性。

这堂课，我是作为公开课上的，虽然准备了很多关于恐龙方
面的知识、图片以及录相，但就课堂上语言文字的'训练，在
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一个是体会这篇课文语言表达的准确
性时，我先举了一个例子，在我的引导下，一起体会“漫长
的”、“一支”这类词语的精确，然后让学生去全篇文章当
中搜索哪些句子也让你感受到其语言的精确。结果，大多数
学生不会。最后只能在我的提醒下，支离破碎地找出来，粗
粗地谈了谈感受。第二个是讲述恐龙演化这一段时，将恐龙
的庞大家族分解开来时，我约束了学生的思维，硬是要他们
用上“形态”、“行走方式”、“性情”等词语去归纳。

其实不必这样，学生只要大致地说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
恐龙的家族，然后体会到介绍的时候要按一定的顺序就可以
了。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五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性的说明文，语言既精练有
优美，还极具逻辑性。

这堂课，我是作为公开课上的，虽然准备了很多关于恐龙方
面的知识、图片以及录相，但就课堂上语言文字的训练，在
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一个是体会这篇课文语言表达的准确
性时，我先举了一个例子，在我的引导下，一起体会“漫长
的”、“一支”这类词语的精确，然后让学生去全篇文章当
中搜索哪些句子也让你感受到其语言的精确。结果，大多数
学生不会。最后只能在我的提醒下，支离破碎地找出来，粗
粗地谈了谈感受。第二个是讲述恐龙演化这一段时，将恐龙
的庞大家族分解开来时，我约束了学生的思维，硬是要他们



用上“形态”、“行走方式”、“性情”等词语去归纳。

其实不必这样，学生只要大致地说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
恐龙的.家族，然后体会到介绍的时候要按一定的顺序就可以
了。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六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文章，主要向人们介绍了恐龙
是如何演化成鸟类的，课文的第3、4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段。
第3自然段循着读者的阅读思路，以“恐龙是如何飞向蓝天的
呢”这一设问，十分自然地引出下文，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中
生代，在我们眼前再现了恐龙变成鸟类的演化过程。这一过
程以时间为序，先讲了两亿三千万年前第一种恐龙的大小、
形态、行走方式；接着介绍了经过数千万年之后，它的后代
繁衍变化、形态各异的情况；由于它们的体态、体表、生活
习性等方面的变化，最终使一支猎食性恐龙变成了天之骄子，
飞向了蓝天。

学习这篇课文，我以“恐龙是怎样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为
学习的主题，重点朗读和分析课文第3、4自然段，并让学生
边读边勾画出“两亿三千万年前”、“数千万年后”等这些
表示时间的词语以及描写恐龙大小、形态、生活习性方面变
化关键词句，结合这些内容展开合理的想象，理清恐龙飞向
蓝天的演变过程，然后让学生在课文中找出真实的历史资料，
证明鸟类是恐龙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重点精读“20世纪末
期……涂上了‘点睛’之笔”，让学生揣摩“为什么说这
是‘点睛’之笔”。

学习过程中，学生朗读课文还不够有感情，对恐龙化石的发
现将信将疑，这需要学生去多看课外书，了解恐龙的具体形
状、习性及演变的过程。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七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四年级语文第七册第八单元的一篇精读
课文，体裁是科普说明文，主要介绍了中生代时期的恐龙演
变成鸟的过程。

这篇文章是科普说明文，所以内容比较烦琐，第一段一个中
心句总领全文，第二段讲述了恐龙与鸟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
第三段一个过渡段只有一个设问句，第四段则是全文的重点，
详细介绍了恐龙是怎么样演化成鸟的，以及哪些恐龙类型成
功演化了。最后一个自然段表达了科学家希望找到重演恐龙
进化历史进程的证据。课文的重点是介绍恐龙演化的类型和
过程，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清楚恐龙的演
化过程。

在备课过程中，参考了教学参考以及老百晓上的资料。最终
确定下来了，讲解完课文第一自然段后，直接奔向课文的重
点段落（第四自然段）讲解恐龙演化的过程。其中设计了两
个表格，让学生梳理清楚思路，另外还涉及了一些对用词准
确的句子的理解，帮助学生理解恐龙的演变过程。

实际上课的时候，却暴露了不少的问题。因为在备课的过程
当中，老师只是备了自己，没有备好学生，对于学生的反应
没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当出现学生跟老师预期的反应不一致
时，自己就感到慌了，导致非常的紧张，学生感受到了老师
的紧张，心里也跟着紧张，从而整个一堂课下来，课堂气氛
是比较沉闷的。

二是上课的语言非常平淡，没有激情，本来学习恐龙这篇课
文应该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一篇课文，可是语言的平淡导致
学生没有兴趣学，我也深深的觉得语言的平淡是老师的大忌，
尤其是小学老师，更加应该用丰富多彩的语言去打动学生。

学生没有认真的读课文，所以让他填写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屏



幕上的表格，只是很漠然的听老师讲。这个时候老师应该主
动停下来，让全班学生一起来看看表格，共同把它完成。

四是自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言过于烦琐罗嗦，这样会导
致学生的厌学，所以语言不应该重复过多，对于提的问题也
不应该重复，要让学生有时间去思考。还有就是在出示表现
作者语言准确的句子的时候，没有让学生去读句子，这样的
话要学生直接体会恐龙的演化过程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缺少
“读”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主要的缺点就在这上面说的四个方面，这是极需要改进的地
方，我想要想纠正过来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
要想有进步就不能怕难，我觉得要在今后的上课过程当中要
慢慢的渗透一些激情。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八

这篇文章是科普说明文，所以内容比较烦琐，第一段一个中
心句总领全文，第二段讲述了恐龙与鸟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
第三段一个过渡段只有一个设问句，第四段则是全文的重点，
详细介绍了恐龙是怎么样演化成鸟的，以及哪些恐龙类型成
功演化了。最后一个自然段表达了科学家希望找到重演恐龙
进化历史进程的证据。课文的重点是介绍恐龙演化的类型和
过程，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清楚恐龙的演
化过程。

在备课过程中，参考了教学参考。在跟师父商量了如何安排
课文顺序之后，最终确定下来了，讲解完课文第一自然段后，
直接奔向课文的重点段落(第四自然段)讲解恐龙演化的过程。
其中设计了两个表格，让学生梳理清楚思路，另外还涉及了
一些对用词准确的句子的理解，帮助学生理解恐龙的演变过
程。

实际上课的时候，却暴露了不少的问题。因为在备课的过程



当中，老师只是备了自己，没有备好学生，对于学生的反应
没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当出现学生跟老师预期的反应不一致
时，自己就感到慌了，导致非常的紧张，学生感受到了老师
的紧张，心里也跟着紧张，从而整个一堂课下来，课堂气氛
是比较沉闷的。

二是上课的语言非常平淡，没有激情，本来学习恐龙这篇课
文应该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一篇课文，可是语言的平淡导致
学生没有兴趣学，我也深深的觉得语言的平淡是老师的大忌，
尤其是小学老师，更加应该用丰富多彩的语言去打动学生。

三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在填写表
格的时候应该是本节课的重点环节，学生能不能理解恐龙的
演变过程就应该要靠这两个表格来提示，可是在让学生自由
读了课文的相关部分以后要学生填写时很多学生没有认真的
读课文，所以让他填写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屏幕上的表格，只
是很漠然的听老师讲。这个时候老师应该主动停下来，让全
班学生一起来看看表格，共同把它完成。

四是自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言过于烦琐罗嗦，这样会导
致学生的厌学，所以语言不应该重复过多，对于提的问题也
不应该重复，要让学生有时间去思考。还有就是在出示表现
作者语言准确的句子的时候，没有让学生去读句子，这样的
话要学生直接体会恐龙的演化过程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缺少
“读”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主要的缺点就在这上面说的四个方面，这是极需要改进的地
方，我想要想纠正过来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
要想有进步就不能怕难，我觉得要在今后的上课过程当中要
慢慢的渗透一些激情，逐步来改变自己的语言，我也深深的
认同“其实，语言的运用对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
我要努力的去改善自己的语言，期望能获得好的改进。



飞向蓝天的恐龙教学反思篇九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文章，文章主要向人们介绍
了科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种小
型恐龙的后裔。20世纪末，我国科学家在辽西首次发现了保
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为人们想象恐龙飞向蓝天、变化
为鸟类的演化过程提供了证据。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们在古
生物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
的科学之门，唤起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设计者从基于识字与写字、基于阅读和基于口语交际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复习检测的形式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听写生
字词，直接导入新课。活动一学习课文三、四自然段想象恐
龙是怎样进一步演化成鸟的，先向小组汇报，然后其他组补
充，最后做全班交流，其次画出描写恐龙关键特点的语句，
想想作者应用哪些说明方法，完成表格。在全班交流的过程
中，相机引导，“大约、一些、全面”等词语不能去掉，体
现出说明文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接下来让同学们经通过庞大
的恐龙家族表格叙述恐龙的演化过程。环节三根据恐龙化石
推测出恐龙成鸟类的演变过程，你想对科学家说什么？强调
科学家的精神，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最后根据课后资料袋比
较与课文中的写法有何不同，比较两种写法的差别。

这是一节非常扎实的语文课堂，全科贯穿了学生的学情，并
且让学生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写法的特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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