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印脚印活动反思 金色的脚印教学
反思(精选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印脚印活动反思篇一

我教《金色的脚印》一课时，在学生交流预习、感知课文，
懂得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后，放手让学生细读课文设计能帮
助大家进一步领会文章表达情感的问题。当学生将自己所设
计的问题展示出来时，我发现他们所设计的问题虽然五花八
门，但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如：老狐狸为什么不多生几只还
要冒着生命危险救小狐狸？小狐狸是被正太郎家的佣人捉走
的老狐狸为什么还要救正太郎呢？阳光再耀眼也不会把狐狸
的脚印照成金黄课文为什么说狐狸的脚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课文为什么以“金色的脚印”为题等。

略读课文重在略读方法的指导，在阅读实践中逐步培养学生
的阅读能力。而我此课的教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把更多
的时间花在了文章分析和人文教育上。课前设计的那张表格
也成了过场，没有好好利用。其实问题还是在于没有给足学
生读书的时间，所以学生对这张表也没有很好的完成。现在
我回过来想想，要是在课堂上再给学生多点时间用15分钟来
初读课文完成这张表格，那么在接下来的反馈中也就可以
用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整个故事学完。然后再给他们点时间
去回读全文，最后用2分钟时间总结一下学法，也就是本单元
的训练难点——揣摩作者是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
间的这种感情写真实、写具体的。

最后用5分钟时间去用作者的写作方法去阅读我课前给他们准
备的《老牛》，再用5分钟给他们交流，这样就可以在完成教



学任务的同时，又巩固了本单元的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然而我从开课伊始就在看时间，总是把教学任务、把自己的
教案放在第一位，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学生是否真的读透读懂
了。在品读课文时也一样，只关心自己下一步的教学环节，
还是没能走出教案的框架。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些理论知识只
成了脑袋中的摆设，没能发挥出来。

印脚印活动反思篇二

这篇课文开头写爷爷带尼基申认各种动物的脚印，还
说：“什么东西都得学，各种知识对人都是有帮助的”。结
尾处写尼基申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说是：“狗的脚印带我们
走出森林的”，还说：“这是爷爷告诉我的”。――这种首
尾照应的写法十分明显。

在教学时我采用先跳过开头讲，着重指导学生阅读尼基申和
孩子怎样走出森林的前后经过。到结尾部分，再联系尼基申
回答孩子的话向学生激疑：为什么尼基申知道这是狗的脚印
而其他孩子不知道呢？由此回应课文开头，帮助学生读懂课
文，并揭示文章主旨。

印脚印活动反思篇三

总结：这是一节很赏心悦目的课，总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
夏老师与学生们之间很平等。在课堂上，民主的感觉还是很
浓的。这一节课把“对话”的精神品质体现得很好。老师学
生之间、生生之间，还有老师学生与文本之间都有充分的对
话。分别体现在课上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看法，生生之间的
讨论发言以及老师学生所写的批注。阅读课上，大家要的'就
是这种平等对话的氛围。

结合夏老师的讲述，大家可以看出这一节课的目标很明确。
知识目标是认识生字新词，弄清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能力目
标是培养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快速阅读和作批注的能力。



情感目标是认识到大自然是人、动物和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一
个和谐的整体，大家要保护大自然。可以看到，教师的每一
步都是围绕着目标进行的，最后，也能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我以为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很重要，那是大家教学的方向。但
是现在有些教育专家提出应该“废除”教学目标，他们以为
一节成功的课是不应该由教学目标来束缚的，提倡生成。我
以为，在课堂上，“生成”是很重要，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不
要教学目标。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随时生成的，也不是所
有的教师都有这种随堂生成的能力。

这一节课不足的地方是教师时间把握得不好，前面花的时间
太多，后面就显得有点仓促。这是教师调控课堂能力的表现。
不过，夏老师以为，如果本篇课文教师以为好，可以适当加
课时，突破教参上规定的课时的限制。如果不是大家来听课，
他会再接着讲一节课。另外，他还提到要突破教参的限制。
教参上指出本篇课文反映了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还有
狐狸对人类的友善。而夏老师要把“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
怀”改成“正太郎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以此告诉学生们，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动物，社会上存在很多伤害动物的事
情，大家要树立保护动物，拯救动物的意识。这是很好的一
个突破和超越。教师的独具匠心真的会给语文课带来很多的
精彩。

《金色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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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脚印活动反思篇四

这是一节很赏心悦目的课，总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夏老师
与学生们之间很平等。在课堂上，民主的感觉还是很浓的。
这一节课把“对话”的精神品质体现得很好。老师学生之间、
生生之间，还有老师学生与文本之间都有充分的对话。分别
体现在课上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看法，生生之间的讨论发言
以及老师学生所写的批注。阅读课上，大家要的就是这种平
等对话的氛围。

结合夏老师的讲述，大家可以看出这一节课的目标很明确。
知识目标是认识生字新词，弄清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能力目
标是培养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快速阅读和作批注的能力。
情感目标是认识到大自然是人、动物和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一
个和谐的整体，大家要保护大自然。可以看到，教师的每一
步都是围绕着目标进行的，最后，也能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我以为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很重要，那是大家教学的方向。但
是现在有些教育专家提出应该“废除”教学目标，他们以为
一节成功的课是不应该由教学目标来束缚的，提倡生成。我
以为，在课堂上，“生成”是很重要，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不
要教学目标。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随时生成的，也不是所
有的教师都有这种随堂生成的能力。

这一节课不足的地方是教师时间把握得不好，前面花的时间
太多，后面就显得有点仓促。这是教师调控课堂能力的表现。
不过，夏老师以为，如果本篇课文教师以为好，可以适当加
课时，突破教参上规定的课时的限制。如果不是大家来听课，
他会再接着讲一节课。另外，他还提到要突破教参的限制。



教参上指出本篇课文反映了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还有
狐狸对人类的友善。而夏老师要把“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
怀”改成“正太郎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以此告诉学生们，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动物，社会上存在很多伤害动物的事
情，大家要树立保护动物，拯救动物的意识。这是很好的一
个突破和超越。教师的独具匠心真的会给语文课带来很多的
精彩。

最后，夏老师提到了语文课导语的重要性，提到了教师语言
的重要性。这都是值得大家好好考虑的问题。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文字功夫一定要扎实，大家是要用语言去打动学生，
教育学生的，精练而精彩的教师语言是大家必备的资本。

印脚印活动反思篇五

这又是一个人与动物的传奇故事，男孩正太郎帮助老狐狸救
助孩子，与狐狸一家建立了亲密的信任关系。在一次意外中
老狐狸又救了小狐狸。

这篇略读课文，没有再把讲台放手交给学生，而是从另一个
角度引导学生自学。课文上方的阅读提示学生学习的助手，
根据这个提示让学生自主学习。

“老狐狸为了救小狐狸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和正太郎之间的
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自学。本文的教
学重点是体会狐狸一家及它们与正太郎之间的感情，懂得与
其他生命互助，和睦相处。为了让学生感受到这美好的情感
与品格，我引导学生紧扣文章最让自己感动的情景来引发个
性化阅读感悟，既能体会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又能揣摩
真切具体的描写语句，从而水到渠成地理解主旨。

不足之处：

1、朗读感悟点到了，没有落到实处。这是自己上课的一个顽



症，由于引导不到位，情境不充分，学生还没有进入角色，
感情表达不深入。

2、自主学习不扎实，学生的交流像做问答题。

3、时间的分配不科学，前面的部分用时稍多，导致学生交流
时关注面窄，只个别同学发言。

印脚印活动反思篇六

今天学习《金色的脚印》，一篇略读课文。课文内容不难，
学生学起来不很费劲。本文最值得玩味、学习的地方是作者起
“金色的脚印”这个题目的用意。在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
了学生发言的精彩，有几点令我颇为意外。文章学到最后的
时候，我与学生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生：“狐狸的故事”起的比较直白，让人感觉没意思。
而“金色的脚印”这个题目就比较吸引读者的目光。

师：是啊，那么“金色的脚印”这个题目好在哪里呢？

生：原来我们学过“金色的鱼钩”，和那个题目用法一个样。

师：还记得“金色的鱼钩”那个题目好在哪里呢？

生：好在可以体现对老班长舍己为人、忠于革命的品质的赞
美。

师：你的记忆力不错！那能说说这篇课文的题目好在哪里吗？

生：金色并不是指颜色是金色的，而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
着狐狸一家的亲情和他们对人类的友善之情。

师：说得对！还有补充吗？



生：老师，我认为一般来说金子是十分宝贵的，而作者把脚
印说成“金色”，就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宝贵，表现了
对人与动物这种感情的赞美之情。

师：说的太精彩了！

生：老师，我觉得小狐狸一家在雪地踩出的脚印就代表着人
与动物之间的桥梁。你想想，这串脚印的一头是大森林，是
它们的家，象征着动物；这串脚印的另一头是送它们回家的
正太郎，象征着人类。这串脚印就像纽带一样，把人与动物
连了起来，成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桥梁。

师：你说的很深刻啊！狐狸一家虽是动物，但它们也和人一
样，它们的生命同样宝贵，那回归山林的脚印正好架起了人
与动物之间的心灵桥梁。这串脚印既饱含着人们对动物生命
的珍重与爱护，体现着人类美好的思想感情，还体现着狐狸
一家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友善。因此，金
色的脚印”既是对全文的概括，也是对美好、崇高情感的赞
美。

在教学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对学生的回答有两点，感到非常
意外：

一是学生能联系旧知学习新知。学生们回忆了《金色的鱼钩》
一课，调动了以往学习经验，恰当地进行了语文知识的迁移，
使旧知与新知之间打开了关联的通道，学习的难度立刻就减
半了。我以前教学的时候，和很多老师都有共同的感受，就
是感觉教得太死、学生学得太死，一节课的学习仅仅就是这
一节课的内容，洋洋洒洒的四十分钟就在这篇课文的这一亩
三分地上转悠。这种封闭式的教学决定了学习视野的短浅、
学习空间的局限，让学生的思维仅仅就局限在当下的这个教
学内容、当下的这篇课文上，即使教师教学设计多么用心，
教学效果也只能是死水微澜、活力减半。究其原因，我想还
是因为老师们的关注点在教材上，而没有在学生身上。而教



师如果真正把关注点从文本转向学生，唤醒学生的认知记忆，
当学生对所学知识能有所触动，在相似知识结构、知识模板
能够再认的时候，给予充分的引导和迁移，就会很容易的找
到对接学习经验桥梁，学习的难度必然就降低了。当然，这
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要对教材非常熟悉，对学科知识的
体系有着清醒认识，教学某一部分能够举一反三、上挂下联
地开展，形成“教一个——究一串”的教学格局，教学效率
自然可以提高很多。

二是学生能积极动脑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关于题目的好
处，学生们都能积极地从“金色”、“脚印”这两个信息点
展开思考，首先认识到“金色”象征着宝贵、代表这作者的
思想情感的取向，然后从“脚印”形象的角度体会出其纽带、
桥梁的作用，将文章的人文内涵领会到了极致。应该说，我
班学生提到的对于“脚印是人与动物桥梁”的观点，是《教
师教学用书》中没有解读到的。这就说明学生拥有了自己的
思维和看法，教师不能拿着现成的答案去往学生身上套。真
实的课堂一定是动态生成的，一定是基于学生的，把思考的
时间和空间教给学生，学生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出乎意料的、
不一样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