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
思(优质6篇)

在庆典活动、婚礼、聚会等场合中，答谢词是一种传统文化
的表现形式，具有较高的礼仪意义。写答谢词时如何让对方
感受到我们的真诚感激之情呢？知名人士的答谢词范文也是
可以借鉴的，它们是对某些特殊场合的回应和感激之词。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一

《小壁虎借尾巴》一课，为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
学生主动，自主学习，课上，我鼓励学生多读课文、多思考、
多交流、不时请学生出来讲故事，通过这次授课，我有了很
深的体会：

1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只有多读，才能真正地理解课文内容和掌握阅读方法。朗
读是学生对课文理解认识的外化表现，因此，朗读应该是带
有浓厚个性色彩的，所以在教学中，我没有让学生去模仿老
师的朗读，而是让他们自己在感悟理解的基础上对作者表达
的思想感情进行抒发。在整个朗读过程中，我根据学生的实
际、课文的特点，分别采取了自由读、领读、齐读、赛读、
分角色读、表演读等形式，使学生一直处在积极的思维状态
而不感到疲劳，同时，不求形式统一，只求学生真正投入。
而我自己也不断变换角色：有时是他们的引路人，引导他们
把读请求语气的方法讲出来;有时是他们的学习伙伴，和他们
一起体验文中的情感;有时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故意暴露出他
们平时读书时存在的问题，激励他们读流利，读出感情;有时
是他们的学生，引导学生把悟出的感情表达出来。

2.表达是培养学生思维、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小
壁虎借尾巴》时，了解鱼、牛、燕子尾巴的功能时，这三段



内容形式相似，我用“小壁虎爬到了哪儿?看到了什么?说了
什么?它为什么没有借到尾巴?”这几个问题帮助学生揣摩文
章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法，为说话、写作打下了结实的奠基，
并留出时间空间进行扩展阅读，展示学生和老师收集的资料，
表达出动物的尾巴形形色色，各有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学
生根据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一个内容练习表达。教师创造各
种表达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的愿望。这样学生就会乐意表
达，而且有内容可说，积累了语言表达方式。

文档为doc格式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壁虎借尾巴的情绪变化。

2、让幼儿了解小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有断尾逃生的本领。

3、培养幼儿知道关心爱护动物。

活动重点

理解故事内容并感受小壁虎借尾巴的情绪变化。

活动难点：

在分角色表演故事的过程中感受故事的情境。

活动准备：

1、断尾巴的小壁虎的图片、小壁虎、壁虎妈妈、黄牛、小鱼、
燕子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图片导入，激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

1、出示断尾巴的小壁虎的`图片。

二、第一遍讲故事，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理解故事。

1、师：故事中有哪些小动物？

2、师：小壁虎在抓蚊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它的尾巴被
谁咬断了？

三、仔细听故事第二遍，提出问题，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动
物尾巴的作用及壁虎尾巴再生功能。

1、师：小壁虎分别向谁借了尾巴？借到了吗？

2、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为什么没有把它们的尾巴
给小壁虎呢？它们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小鱼的尾巴可以
拨水、老牛的尾巴用来赶苍蝇，燕子的尾巴用来掌握方向。）

3、师：小壁虎到最后有没有尾巴了呢？它怎么又有尾巴了呢？
（原来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以后可以再生）

4、师：小壁虎向小老虎借尾巴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平时借
东西的时候该怎么说呢？

四、幼儿边看课件边听故事第三遍，加深幼儿对故事的理解
并且激发他们对分角色的兴趣。

五、分角色表演故事，感受故事的情境。

1、分配角色，进行表演。



2、通过课件，引导幼儿进行表演，并能准确的进行对话。

六、小结壁虎是吃蚊子的益虫，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大家要
爱护它。

活动延伸：

将活动中的头饰放到表演区域，幼儿可自已邀伴进行角色表
演。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三

教材简析：

《小壁虎借尾巴》是第八单元中的首篇主题课文，讲述了小
壁虎由断尾巴到借尾巴到后来长出新尾巴的过程。课文通过
生动形象的对话说明了小动物的尾巴各有其作用，从而了解
大自然中的一些奥秘，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设计理念：

借助多媒体课件和教材插图，创设丰富的阅读情境，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采用多种朗读方式进行阅读，在读中感受语言
的优美，培养语感，感受大自然中的神奇和奥秘，获得美好
的情感体验，训练、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教学目标：

1、借助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读中感知课文内容，在读中感悟小壁虎借尾巴的过程，
了解小壁虎的尾巴可以再生的特点，了解一些动物尾巴的作
用。



3、认识“壁、借“等15个生字，学写“尾、巴”等10个生字。
积累词语。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朗读，了解小鱼、黄牛、燕子尾巴
的作用和小壁虎的尾巴可以再生的特点。

2、在对话朗读中培养学生语感，激发朗读兴趣。积累词语，如
“来、去”等。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播放课件，创设情境。

1、（播放课件，壁虎的图片）同学们，知道图片中的小动物
是谁吗？（板书：小壁虎）快和它打个招呼吧！

2、同学们，你向别人借过东西吗？都借过什么？借东西要注
意有礼貌。

3、小壁虎也想借东西，我们接着看，猜猜它想借什么呢？
（课件播放小壁虎在捉蚊子时，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它
挣断尾巴逃走的情景）学生回答后，板书：借尾巴。

4、齐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小壁虎吗？

二、出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带着问题，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
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2、标清自然段序号，同桌互读，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三、精读课文，读中感悟。

1、小壁虎为什么借尾巴？（引导学生细读1-2自然段）指导
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

3、小鱼为什么不把尾巴借给它？组织学生多种形式分角色朗
读小鱼和小壁虎的对话。（指导读出不同的语气，小壁虎说
的话一定要有礼貌，语气略带请求；小鱼的话可以读得无奈、
不好意思。）同桌分角色读，指名个人分角色读，男女生分
角色读。

4、出示学习方法，组织学生同桌合作学习4、5自然段。

5、组织学生汇报交流，并播放课件指导点拨。同时，指导感
情朗读。

6、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心情怎样？带着伤心、难过的心情
读一读第6自然段。

7、教师小结：小鱼摇着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是在拨水；
老黄牛甩着尾巴，在树下甩来甩去，是在赶蝇子；小燕子摆
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是在用尾巴掌握方向。你还知
道“——来——去”这样的词语吗？试着用这个词语说句话。
（例如：跳来跳去小鸟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8、小鱼、老黄牛、燕子等动物的尾巴都有自己的作用，小壁
虎那么有礼貌，也还是借不到尾巴。想一下，它还会向谁去
借尾巴，仿照文中的对话说一说。

9、没有借到尾巴的小壁虎只好回家找妈妈，妈妈会对小壁虎
说什么呢？小壁虎长出了尾巴心情会怎样？就让我们和小壁
虎一起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鱼姐姐、黄牛伯伯和燕子阿姨吧！



（指导朗读）

四、拓展延伸，丰富知识。

可爱的小壁虎在借尾巴的过程中自己有长出一条新的尾巴，
这种功能叫做再生。小壁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是用挣断尾
巴的办法逃生的。同学们，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用处？
将给同学听。（播放课件，介绍一些动物尾巴的作用。）

五、总结全文，激发兴趣。

同学们，（播放课件）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就让我们用聪
明的才智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吧！

板书设计：15、小壁虎借尾巴

小鱼姐姐——拨水

黄牛伯伯——赶蝇子

燕子阿姨——掌握方向

小壁虎——长出新尾巴

教学反思

我在上《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时，课前我本着有效地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自主地学习，
教师应该变知识的“传授者”为学习的“组织者”，把课堂
时间让给学生，充分地让学生去读文、思考、交流、表达、
表演为目的，进行了精心地备课，准备课件。课后通过和教
研员的交流，自己有了很大收获：

一、读文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多读，才能真正地
理解课文内容和掌握阅读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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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由读文、
小组读文、指名朗读、齐读、分角色读等，不求形式统一，
只求学生真正投入。在开始教学时，我让学生自由读文，给
每位学生一个比较个体的自由散读的'空间，起到读通课文，
扫清生字障碍的作用；其间，又展开小组读文，理清课文的
主脉，了解文章的内容，知道鱼、牛、燕子尾巴的功能；总
之，只有让学生充分地读文，才能有所感知，才能有所感悟，
同时也培养了语感。

二、表达

表达是培养学生思维、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小壁
虎借尾巴》时，了解鱼、牛、燕子尾巴的功能时，这三段内
容形式相似，我用“小壁虎爬到了哪儿？看到了什么？说了
什么？它为什么没有借到尾巴？”这几个问题帮助学生揣摩
文章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法，为说话、写作打下了结实的奠
基，并留出时间空间进行扩展阅读，展示学生和老师收集的
资料，表达出动物的尾巴形形色色，各有各的作用；在此基
础上，学生根据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一个内容练习表达。教
师创造各种表达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的愿望。这样学生就
会乐意表达，而且有内容可说，积累了语言表达方式。

三、不足

课的前半部分学生表现还好，可到后面学习课文内容时，学
生不在状态，究其原因，我的设计没有关注学生的已有认知，
没有抓住学生的兴趣点，虽然本着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备
课，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只想着老师如何去教，没有考虑
学生。因为学生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预习，课文内容基本懂了，
“小壁虎爬到了哪儿？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它为什么没
有借到尾巴？”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思考价值。教学的重点
就放在“读”上，让学生进入角色，充分练习读，然后交流



评议，读中感悟小壁虎的有礼貌，着急，伤心;感悟语言表达
方式。老师要了解学生的已有认知，然后提升，训练有一定
的空间，要善于抓住学生的兴趣，使学生跳一跳，够得到，
学得有兴趣。

以上是《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后的几点想法。我要在今后的
课堂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学习。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对话中的礼貌用语，让幼儿知道说话要有礼貌。

2、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中动物的尾巴，知道动物的尾巴都有用。
小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

3、通过角色表演，让幼儿体验快乐。

4、知道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保护小动物，爱护小动物。

活动准备：

1、教学课件、角色头饰。

2、奖励幼儿的小奖品若干。（漂亮的小红花）

推荐课件：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过程：

二、幼儿观看课件，知道故事内容。



1、看课件，了解小壁虎断尾巴的.原因。

小壁虎的尾巴是在干什么的时候，被谁咬断的呢？

2、完整看课件，了解故事中的具体内容。

（1）孩子们，故事中小壁虎都向谁借尾巴了呢？

（2）它借到了吗？

3、再次完整看课件，注意小壁虎借尾巴时，它们时怎么说的？
孩子们，故事看完了，提问：

（3）老师做小壁虎，请你们做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
说出对话。

（4）请小朋友说说小鱼游水、牛吃草、燕子飞的动作是怎样
的？

（6）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为什么后来小壁虎又高兴的叫起
来了呢？

三、完整的看着课件和小朋友一起讲述故事。

四、角色表演故事。孩子们，现在我们学会了这个故事，你
们想不想演一演？（请一个小朋友戴上小壁虎的头饰，请四
个小朋友分别扮演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的头饰跟着
课件进行表演。）

五、总结延伸，自然结束活动。孩子们，当我们在午睡或者
晚上睡觉时，小壁虎就在墙角里帮我们捉蚊子，不让蚊子吸
我们的血，你们说，小壁虎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呢？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爱护它呢？现在就让我们去其它班看一
看，它们的动物角里面有些什么动物好吗？带着孩子出去自
然结束活动。



小壁虎借尾巴教学反思教学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欣赏故事，理解不同动物尾巴的特征和作用。

2、了解小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有断尾逃生的本领。

3、学说角色对话，让幼儿体验角色表演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小壁虎、大花猫、老黄牛、小鱼、啄木鸟、松鼠妈妈的图
片。

2、故事课件《小壁虎借尾巴》的ppt。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1、教师说谜面，幼儿猜谜底。

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一个小谜语，看谁最聪明，能
够猜出来。

教师：叫虎不是虎，生来有四足，爱在墙角住，专吃蚊蝇虫，
打一动物。（壁虎）

2、揭晓谜底，并出示小壁虎的图片。

教师：猜对了，是小壁虎。

二、一只断尾的小壁虎。



1、出示ppt图片：断尾巴的小壁虎。

提问：

（1）小壁虎怎么啦？（小壁虎的尾巴断了）

（2）小壁虎的尾巴为什么会断了呢？请你们猜猜看。（幼儿
自由的猜想）

教师：小壁虎的尾巴到底是为什么会断的呢？接下来请小朋
友们仔细听故事了。

三、小壁虎借尾巴。

1、出示ppt讲述故事。

提问：

（1）壁虎的尾巴被谁咬断的？

（2）壁虎没有了尾巴，心情会怎样呢？那他又会怎么办呢？

教师：听听故事中的小壁虎是怎样做的'。

2、从“从没有尾巴多难看啊”讲至“游得更欢畅呀。”

提问：

（1）小壁虎分别向谁借尾巴啦？（大花猫、老黄牛、小鱼）

（2）小壁虎借到尾巴了吗？（没有）

（3）大花猫，老黄牛，小鱼为什么没有把它们的尾巴借给小
壁虎呢？它们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大花猫的尾巴掌握平衡，
老黄牛的尾巴赶牛蝇，小鱼的尾巴拨水。）



教师：小壁虎接下来还会向谁借尾巴呢？请继续听故事。

3、从啄木鸟在给老树治病，讲到我怎么能把尾巴借给你呢？

提问：

（1）小壁虎又向谁借了尾巴？（啄木鸟、松鼠妈妈）借到了
吗？

（2）为什么啄木鸟、松鼠妈妈他们也不借给小壁虎尾巴呢？
（啄木鸟的尾巴支撑身体，松鼠妈妈的尾巴可以让孩子们当
秋千。）

四、尾巴长出来了。

1、从小壁虎借不到尾巴讲到最后。

提问：

（1）小壁虎向那么多朋友借尾巴都没有借到，他的心情怎么
样？（难过）

（2）为什么后来小壁虎的心情又好起来了呢？

教师：原来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之后还会再长出来，这种现象
叫再生，小壁虎的尾巴有便于逃生的作用。

五、借助课件，幼儿完整欣赏故事一遍。

1、播放课件，完整讲述故事。

教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小壁虎借尾巴》，那我们再来听
一听吧！

2、学说角色对话。



六、分配角色表演故事，感受故事中的情景。

1、分配角色，进行表演。

教师：我请一个小朋友做小壁虎，其他小朋友做大花猫，老
黄牛，小鱼啄木鸟，松鼠妈妈来演一演故事中的对话。

结束语：小壁虎是吃蚊子的益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
们大家一定要爱护它，保护它。

故事：小壁虎借尾巴ppt

小壁虎正在墙上爬着玩。一条大蛇爬过来咬住他的尾巴不放。
小壁虎用力一挣，尾巴断了，他赶忙逃走。

没有尾巴多难看啊！小壁虎想去借一条尾巴。正巧大花猫来
了，小壁虎要借他的尾巴：“大花猫，您把尾巴借给我行
吗？”“不借，不借！”大花猫说，“我在墙头走，让尾巴
这样竖着，能使身体保持平稳，不会摔下去。就像杂技演员
走钢丝时手里拿着一把伞一样。我的尾巴可有用呐！”

老黄牛在树下歇凉，小壁虎向他借尾巴：“老黄牛，您把尾
巴借给我行吗？”

“不借不借！”老黄牛说，“我要用尾巴当鞭子，赶跑讨厌
的牛蝇，牛蝇叮我，可痒痒啦。”

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向小鱼借尾
巴：“小鱼，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不借，不借！”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左拨拨右拨拨，我才能在水里游得更欢畅呀。”

啄木鸟在给老树治病，小壁虎向他借尾巴：“啄木鸟，您把



尾巴借给我行吗？”

“不借，不借！”啄木鸟说，“我给树治病，得用这尾巴撑
住身子，好像坐在椅子上，这样才不累呢。”

松鼠妈妈带领几个娃娃，在树枝上玩着。小壁虎向她借尾巴：
“松鼠妈妈，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松鼠妈妈说：“你看，我的孩子挂在我的尾巴上，像荡秋千
似的，玩得多快活，我怎么能把尾巴借给你呢？”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受，松鼠妈妈说：“别难过，
回去请妈妈想个办法吧！”

小壁虎回到家，把弄丢尾巴的事讲给妈妈听，还说：“谁也
不肯把尾巴借给我。”壁虎妈妈笑着说：“好孩子，不要伤
心，过些日子，尾巴还会长出来的。我们这条尾巴才好呢！
谁要欺负我们，按住我们的尾巴，我们用力一挣，挣断尾巴，
就可以跑掉。过些时候，还能长出一条新的来。”

小壁虎这才高兴起来：“嗯！好妈妈，谁要借我的尾巴，我
就送给他，一点儿也不生气。”

壁虎妈妈听了小壁虎的话，情不自禁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