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精
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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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骑鹅旅行记》这节课整体设计思路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提高欣赏水平，培养阅读经典的兴趣。新课标提出“要培养
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
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
选择阅读材料。”上课伊始，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读得兴趣盎然。从这我看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强烈的求知
欲，关键在于老师和家长如何正确地引导。大家至少读了两
遍课文，第二遍读的时候有的同学还认真地做批注和摘记。
新课标又提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
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
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所以在课堂上，我鼓励同学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阅读课文，可以写续集，可以做摘记，
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用笔画出来，可以讲
一讲，演一演。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忙得不亦乐
乎。

纵观整节课，我觉得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课堂形式的
多样化，虽然增加了趣味性，但参与的面不够，不能让每个
学生都来展现自己。我在想：是不是只要抓住其中的一点来
训练，比如赏析和习作相结合，引导学生由读到写，学习如
何进行童话习作。再比如章具体指导阅读文章中精彩篇，掌
握阅读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也就是



把童话阅读的指导再细化一些，相信一定会收到不一样的效
果,当然，我相信，只有在不停地实践和探索中，一定会上出
更完整的课，一定会带给学生更多的惊喜,也一定能让学生展
现出更多的精彩。

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1、通过观看动画片片段，想象故事情节；

2、快速浏览，了解文章大意；

3、通过阅读文章内容，能对人物建立初步印象；

4、能对人物性格进行简单评价。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阅读，指导学生学会、读懂童话。

2.通过阅读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前一段时间，咱们班全班同学几乎都在读一本
书，这本书的名字是——生：《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师：喜欢这本书吗？

生：喜欢。

师：今天我们就上一节读书交流课。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这
本书，一起回忆跟着尼尔斯的这次奇妙的旅行，一起回味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快乐，一起交流读
完这本书的收获。（板书课题）



二、交流作者和主要内容

师：有两个话题先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个话题：知道《尼
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吗？生：《尼尔斯骑鹅
旅行记》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

师：你回答得非常正确。那谁能说说你对作者有哪些了解呢？

生1：拉格洛芙获得了19诺贝尔文学奖。

生2：拉格洛芙年幼时因下肢疾患，行走艰难，主要靠书籍和
会讲故事的外祖母朝夕相伴，接触了大量的童话、神州的民
间传说等。

生：这部小说是她认真研究飞禽走兽的生活习性和规律、调
查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完成的。

师：看来同学们对作者了解得还真是挺多。听了同学们的介
绍，我们不由得对这位瑞典女作家肃然起敬。有人说，作品
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我们作为读者，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是和作者在进行着一种无声的交流。所以，了解作者的
身世，以及写作的相关背景，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内容及思
想有很大的帮助。

看来，读一本书，我们首先要关注——

生：书的作者。

师：下面我们来交流第二个话题：能说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吗？

生1：这本书讲的是小男孩尼尔斯很顽皮，特别喜欢捉弄小动
物，结果被小狐仙变成像大拇指一样大的小人儿。然后跟着
大雁去旅行。



生2：这本书讲的是小男孩尼尔斯很顽皮，喜欢捉弄小动物，
有一次他捉弄小精灵，被小精灵变成像大拇指一样大的小人
儿。尼尔斯为了逃避动物们的追逐，爬到了家鹅的身上。没
想到家鹅神奇地飞上天，和大雁们一起旅行。于是尼尔斯开
始了骑鹅旅行。通过这次奇异的旅行，尼尔斯增长了很多见
识，结识了朋友。最后尼尔斯回到了家中，恢复原形，变成
了一个好孩子。

师：说得真不错。老师很佩服你们的概括能力，用简短的话
概括出了一本书的内容，了不起。

生：在“译本序”里。

生：序言。（板书：读序言）

师：老师想问问同学们，读这本书时，有谁读过“序言”了？
（只有五、六个同学举手）

师：看来读过的人不多。好老师希望你们再读其他书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先读一读“序言”。

三、交流喜欢的情节和人物

师：同学们，这本书中，作者是将前后呼应的一个完整的故
事，分成一个个独立成章的小故事来写的。老师搜集了一些
和这本书内容相关的图片，看着这些图片，你一定回忆起了
书中那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师：下面咱们来交流你最喜欢这本书中的哪个故事。

生1：我最喜欢尼尔斯智斗狐狸斯密尔这个故事。因为在这个
故事中，尼尔斯表现得特别勇敢。

生2：我最喜欢尼尔斯在海岛上和山羊一起斗狐狸的故事，因



为我觉得尼尔斯特别聪明，打败了狐狸，我特高兴。

生3：我喜欢尼尔斯捉弄小精灵那个故事。我觉得尼尔斯很顽
皮。

师：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很多像你们刚
才所讲的好些有趣的故事，这些都是构成这本书的精彩的情
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读懂书中的情节。（板书：读
情节）

师：我们除了要关注书中的情节，还应该关注什么？

生：关注书中的人物。（板书：读人物）

师：这本书中有很多人物，能说说你最喜欢谁吗？先请同学
们4人小组内说一说。（学生4人一组交流。）

师：谁愿意跟大家说一说你喜欢的人物？

生1：我最喜欢尼尔斯，因为他很勇敢。

师：能举例说说为什么说尼尔斯勇敢吗？

生1：因为在狐狸斯密尔要吃大雁的时候，尼尔斯忘记自己已
经被变成了拇指大的小人儿，他勇敢地冲上去拽住斯密尔的
尾巴，救了大雁，所以我喜欢尼尔斯。

师：你说得很好，其他同学就像他这样说。

生2：我喜欢雄鹅莫顿，因为他很善良。在海岛是他不顾一切
地救助小灰雁邓芬。

生3：我也喜欢雄鹅莫顿，因为他很坚强。他刚开始向天空飞
时，因为他是家鹅，他的肺都要炸了，但是他仍然不放弃，
一直向上飞，最后终于成功了。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生4：我喜欢乌鸦“迟钝儿”。他为了救尼尔斯被狐狸吃了，
他是多么善良呀。

生5：我喜欢头雁阿卡，因为她很有领导才能。她照顾队里的
每一个人。

……

（课件出示学生写的评论，学生自由朗读。）

其一：大雄鹅莫顿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因为当他和尼尔斯
做出“谁也不离开谁，一直到回家”这个承诺时，大雄鹅就
开始保护尼尔斯。在冰冷的湖上，大雄鹅莫顿用自己的翅膀
把尼尔斯护在翅膀下；尼尔斯被乌鸦劫持后，他冒死去救尼
尔斯，这体现出了大雄鹅莫顿信守诺言的精神。

大雄鹅莫顿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当不灰雁翅膀折断时，大
雄鹅莫顿又在第一时间帮助了小灰雁，给它找食、找水，这
体现出了大雄鹅莫顿助人为乐的精神。

大雄鹅莫顿是一个执着向上的人。当大雁群飞过，让他一起
到北方时，别的家鹅都没有勇气，只有大雄鹅莫顿充满信心，
勇敢地向天空飞去，这体现了大雄鹅执着向上的精神。

大雄鹅莫顿身上体现出的这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其二：尼尔斯是个勇敢的人。在《黑夜》这个故事中，一只
大雁被狐狸捉走，尼尔斯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很小的小人儿，
他敢去和狐狸作斗争。

尼尔斯是个淘气的人。在书中的第一章就写了尼尔斯捉弄家
中的一些小动物，他在捉弄一个小精灵时，不料被小精灵施
了妖法，变成了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儿。



尼尔斯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他知道如果自已重新变回人
的模样，雄鹅莫顿就得被妈妈杀死后，尼尔斯就想放弃变回
人，宁可跟着大雁们一直这样旅行下去。

淘气，经常捉弄小动物，令人讨厌，可是他现在学会了助人
为乐，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别人，令我敬佩。

师：这几位“评论家”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课堂，想不想认
识一下？

（三位学生站起，学生们恍然大悟）

师：大家一定很羡慕他们吧？其实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和
这三位同学写得差不多。如果把你们刚才口述的写下来，也
会是一篇很不错的评论的。老师建议你们读完一本书也写一
写这样的评论。既可以写对人物的评论，也可以写对故事情
节的评论。（板书：写评论）

师：听了同学们刚才关于书中情节和人物的交流，老师感到
很高兴。因为你们能将语文课上学到的阅读、理解课文的方
法运用到课外阅读中。例如，你们能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
神态等去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过文字，去感受蕴藏在字
里行间的人物的情感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看来，同学们已经
有能力读整本的书，甚至是长篇小说了。

四、交流精彩片段

师：我们知道，拉格洛芙因为《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
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不但在瑞典家喻户晓，上至
国王首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每个人都读过，而且它还被
译成50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由此可见这部
作品的经典。我想你们在读的时候，一定也感受到了这部经
典名著的魅力。下面老师就请同学们把你认为精彩的片段，
用你精彩的`朗读和大家交流。



（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片段。）

师：我觉得同学们挺会欣赏的。找的片段都很精彩。老师建
议你们把这样精彩的片段积累下来，摘抄在《摘抄本》上或
背诵下来，记在脑子里。（板书：积累）

五、交流读书后的收获

师：读完这本书，我想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收获。愿意把你的
收获和大家分享吗？你可以参照老师给你的提示，用一句话
或几句话说一说。

（提示：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
读完这本书，我了解了。读完这本书，我想到了。读完这本
书，我积累了。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

生1：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不能捉弄小动物，不能欺负比自
己弱小的人。

生2：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做错了事要勇于改正错误。

生3：读完这本书，我想到了我应该像尼尔斯那样做一个勇敢
的人。

生4：读完这本书，我积累了一些好词好句。例如：惟妙惟肖、
异想天开等。

……

师：看来你们的收获还真不少。我建议同学们每读完一本书，
都应该把自己读书后的收获、体会进行读后整理。可以把对
书中人物、事件的看法写成评论；也可以积累自己喜欢的句、
段；还可以写读后感或制作读书卡、好书推荐卡。（板书：
写读后感、制读书卡或好书推荐卡）



六、了解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师：同学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为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
写作方面的特点。请同学们听老师读，边听边结合书中的描
写，对号入座，体会哪里体现了这引些特点。（师读特点）

师：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区别。和这本书类似的，以游
记为题材的书还有很多，比如《绿野仙踪》、《格列佛游记》
等。同学们可以读一读。读后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和别的书在
写法上、在布局某篇上有什么不同之处。

七、总结下课

师：这节课，我们进行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的读
后交流，在交流中，我们加深了对这本书的了解。同时也学
到了读整本书的方法。（结合板书总结）读一本书，我们要
先读一读序言，对全书有个总的了解，再品味其中的情节和
人物，读书后，要将自己的收获进行整理。

师：最后，老师将易中天教授的一句话送给同学们，希望你
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中外名著，像是为我们的心
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
在你们这个时候，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师：下课。

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骑鹅旅行记》是部编版六下语文第二单元的一篇童话，选
自瑞典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作者按事
情发展的顺序，生动形象叙述了小男孩尼尔斯因调皮被变成
小人，接着骑鹅旅行，最后变回原样的过程，故事想象奇特，
情节曲折。课文只是整部小说的开头部分的节选，回顾整堂



课的教学，反思如下：

本节课整体设计思路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提高欣赏水平，
培养阅读经典的兴趣。整节课是以从整本书出发，概括整本
书主要内容，再研读课文，最后回到整本书，激发阅读兴趣
的线索展开教学的。教学伊始，设计从整单元的阅读要
素——即根据名著梗概概括名著主要内容，让学生有一个整
体印象。学生的概括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接着走进课文，
这篇童话故事篇幅较长，人物较多，我让学生关注主要人物
和次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把课文分成几个部分并用小标题概
括，再把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遇发生的事情连起来，就概
括了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概括文章内容的效果比较明显。

（1）组织学生预习，进行自主汇报。

课前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作者、作品、作品中
人物的搜集，还自己学习本课生字词。在课堂上进行汇报。
既节省课时，增大课堂的容量，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
体现了合作互助精神。让学生把能学会的内容事先学会，教
学效果很明显。

（2）抓住阅读任务，进行自主阅读。

这篇童话故事比较长，阅读中，抓住课题下的导读，重点解
决导读中的两个阅读任务，即尼尔斯变成小狐仙后，他的世
界发生什么变化？借助目录的标题，猜想故事情节，产生阅
读原著的兴趣。设计读一读画一画，写批注的方法进行自主
阅读。这样的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
动起来，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得到了有效的调动。

（3）补充原著材料，激发阅读兴趣。

本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产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在教学
主人公评价时，就多补充原著内容，让学生了解原著中对人



物描写的精彩之处。同进还补充原著中的图片，综合原著中
尼尔斯的旅行路线图，引起学生的阅读的欲望，从而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

整个教学，感觉备课时内容有些多，不知取舍。所以展现在
教学中时，容量显得特别大，细节之处没能很好的突显出来。

我认为在以后的教学中，首先在备课时就要做到一课一得，
做好适当的取舍，然后把重点部分备细讲细，让学生真正学
到知识，提高能力。

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篇四

在本次的数学活动中，主要是让幼儿进行搭配，从上衣和下
装的搭配中，让幼儿学习一定的搭配方法，培养有序的思考
能力，以及发现数学问题的意识和运用知识与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整个活动以丁丁要去旅行为线索，自然将整个
环节贯穿，符合幼儿游戏化教学的年龄特点。

本次教学主要以生活中的丁丁旅行为线索，如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菜两个幼儿比较熟悉的生活情景，并用情景中人物的
语言，充分抓住幼儿的好奇心，是幼儿马上进入最佳的学习
状态，从而达到使幼儿自主学习的目的。本次活动的`重点是
幼儿结合具体情景，能够进行有序的思考，掌握搭配的方法。
难点是使幼儿进行有序的思考，做到既不重复也不遗漏。在
教学活动中我力求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防守让幼儿参与到
活动中，如在这活动中我通过配一配（衣服的搭配），连一连
（配餐），从搭配材料的数目上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调动
幼儿的多种感官，使幼儿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数学活动
带的乐趣。

活动中幼儿一直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在操作活动中幼儿对于
第一环节掌握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第二环节中，幼儿操
作的不是很好，这也许是我在交代的时候没有把要求讲得很



清楚，在我接下来的发现问题调整中，幼儿的注意力就不是
很集中，就一直在游戏的环节中了，没有很好的在听老师的
要求了。

在牛肚子里旅行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昨天上了《少年旅行队》的第一课时，引导学生认识了散文
诗的特点，并引导学生抓住了“出发”部分中有情趣和有哲
理的句子勾画批注,感悟交流。今天的第二课时主要是想让学
生运用昨天的'学习方法自主学习课文的其它部分，应该说不
会有什么问题。但到上课前，我的心里一直有些不安，原因
是文中有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还是不太清楚： “不要让无用
的东西占用了地方”——无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
它是无用的，学生问我的时候，我能说明白吗？《教师用书》
上没有解答，与几个同事讨论，也说不明白。上课时果然在
这个句子上出了问题，我让他们想一想，人的记忆中会有哪
些没用的东西。学生显然不明白这个句子在说什么，他们也
不知道自己的记忆中有哪些东西是无用的。教室里一片沉默，
好一会儿才又一两个学生举手，还没说出所以然，而我的提
示和举例说明连自己都觉得牵强。

现在想想，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完全是无效的，还真不
如让学生用来把那些优美的语段好好读一读，或许还能帮助
学生更好的感悟散文诗的韵律美、意境美和情感美。陶渊明
提出：“好读书，不求甚解。”现代语文教学也有“模糊”
一说，看来，对于一些不好言传感受的句子去字斟句酌的教
学也是不可取的。

扩展资料：北师大版少年旅行队的教学反思

新课已在上星期结束。但这册教材的最后一篇课文《少年旅
行队》的教学却引起了办公室老师的争议。首先这篇教材我
们都没教过，也不知如何教学这样一组散文诗。其次，觉得
由于文中内容离现在的旅行方式有一定的差别，学生教难理



解。我是这样教学此篇课文的：

首先，我让孩子们在初读、读通全诗后，便出示了第一组问
题即“你读懂了这首诗的内容吗?这首诗表达了他们怎样的心
情或感情?你能带着你的感受读读这首诗吗?”让他们按照这
组问题的提示先自主学习，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动笔
写出自己对某句话或某个词的独到的感悟。在孩子们对文章
内容有了一定的理解后，便让他们在小组内针对上述问题进
行交流。在全班进行汇报。虽说这六组散文诗有内在的联系
但在结构上却相对独立。那么在这组问题的引领下，孩子们
对这六组诗的理解、朗读、欣赏等多种训练融为一体，落到
实处。

同样，这六首组文诗虽说相对独立，却又有内在的联系。它
们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决不能把它们读得支离破碎。于是，
我在引导孩子们读懂六组诗后，又出示了第二组问题“这几
首诗各自讲述的内容不同，可把它们安排在一起，你知道是
用什么线索串起来的吗?从这一组诗中，你读懂了少年们共同
的情感和心愿吗?”孩子们在一组问题的提示下，自然就将六
首诗又合为了一个整体，并且把握了整组诗所要表达的感情。

最后，我让学生说说“如果现在你是作者，你会记录下旅行
的哪些生活片段?”许多学生回答的非常好，有的说：“拍
照”有的说“收藏”有的说“品尝小吃”，还有的说“购
物”，总之学生的回答很丰富。

我觉得我在引导孩子们学习这篇文章时，让他们在感受语言
文字的神奇魅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了“授之
以渔”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