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通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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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首先从备课谈起，备课要充分，但备课也要备到点子上。对
于教师而言，从教材资料、作者状况乃至写作背景等各方面
来熟悉教材是务必的，然而往往因为驾驭过多的资料，也让
我常常思考过多、上课追求面面俱到。这样下来就造成了顾
此失彼的后果，整节课下来，《惊弓之鸟》的教学目标不明
显，我本想借着这堂课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大意，明白更羸
作为射箭能手比他人更胜一筹的因素在于他善于观察、勤于
动脑而实现正确推理。然而整节课上下来，才发现自己最大
的误区是作为第一课时，这么来上的确不适合。一边是尽可
能的让学生熟悉教材，一边是熟悉教材后才能做的拓展提升，
我太急于求成了，乃至没有预设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深入课文。
备课不等于上课，我至今尚未把握好上课要有所取舍、有所
侧重这一要领，抓大放小、提纲挈领的功夫在我今后的备课
中还要不断加强。

在教学设计环节，我本打算设计一个以“通缉人物令”引出
更羸的人物介绍并进而引导学生加深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以
及透过“动物法庭”学生在书本上找出根据为更羸辩护惊弓
之鸟并非死于更羸的弓箭，而是在于受惊吓等形式来串接课
文，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用心性。设想是好的，但由于备课
时间仓促，我只做到大体框架的勾勒，而没有细化如何操作
以及明确每一个环节要实现什么目标。因为自己的不以为意，
让我在课堂上显得手忙脚乱，而学生也无法跟上我的“跳跃
性思维”。这一点我要作深刻的反思，上课像拳击赛一样，



我们不能肆意挥洒，而要拳拳命中。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就应
是渗透语文味儿的设计，而我们的语文课堂往往忽略了最根
本的语言文字训练。罗老师提到我们新教师一个通病就是喜
好抛开文本去进行说教。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上小学语文第八册《惊弓之鸟》一开始，在请同学自由通读
课文之后，我照例又抛出这样的问题大背景：“更羸不用箭
只拉弓，就把天上飞的大雁射了下来，你佩服不佩服更
羸？”

这个问题，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了各自的课本之中去了。
大家开始默默地读起自己的书来了。

经过约五分钟左右，教室里开始陆陆续续地举起了小手。

有的说：“我以为更羸的本领显示在了他能仔细观察，能从
一只在常人眼里看来是极普通的大雁中看出它飞得慢，叫的
声音也很悲惨。”

尽管下课的.铃声早已响过，但同学们好像并没有听到，依然
沉浸在一片愉悦之中……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都说要给学生半桶水，老师必须至少得有一桶水。牢记着这
句话，对《惊弓之鸟》这篇讲述古时候的故事的课文，我不
敢大意。因为对历史一向不感兴趣，所以为上好课事先查阅
了一些资料，了解了更羸的情况，也了解了故事背景。前面
很顺利，从熟悉的成语说起，引出课题，引出更羸。读课文，
请生介绍对更羸的了解。很自然地引到课文第一段：“更羸
是古时候有名的射箭能手。”学生纷纷举手发表意见：“我
从射箭能手这个词知道了更羸射箭本领高。”“我从有名知



道很多人都知道更羸射箭本领高。”“我从古时候这个词知
道了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这时候，朱袁丁同学心急地叫
出来：“我知道，是发生在三国时期。”我问他：“你是怎
么知道的？”他兴奋地说：“我看过《上下五千年》，知道
三国时期有一个国家叫魏国。”我首先表扬了他丰富的课外
知识，然后告诉学生故事是发生在比三国还要更早的战国时
期。学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正在我为自己提前作好这方面
的准备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任洋洋同学发问了：“老师，战
国离现在多少年了啊？”我一愣，脑子飞转，战国在公元
前400多年到公元前221年，于是我说：“战国是在公元前400
多年到200多年，现在已经是公元20xx年了，所以至少有2200
多年了。”“啊！”同学们惊叹。我正准备讲下去，小洪又
把手高高举了起来：“老师，更羸射下惊弓之鸟这件事到现
在有几年了呀？”我一下愕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具体发生
在哪一年，也没想到学生居然会问得这么细。其他学生也好
奇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多么想知道，尽管他们听过可能马
上就会忘掉，但是至少他们会觉得老师很厉害，可惜的'是，
他们的老师并不能令他们满意，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们：“说实话，他真把老师给问住了，老师也没查到过发生
这件事的具体年份，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去找找看，知
道了就来告诉老师和小朋友好不好？”“好……”学生有气
无力地应着，刚才的兴奋劲全跑光了，显然我的表现让他们
很失望。几个善解人意的女同学替我说话了：“也许没有一
本书上会写到具体日子，不然老师也不会找不到了。”大家
这才打起精神继续上课……课上完了，大家也没再提起这件
事，显然这些天真的孩子已经忘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却为
学生和自己留下的遗憾而耿耿于怀。一个老师，应该与时俱
进，不断学习，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见识，这样才有可
能在课堂上彰显独特的教学魅力，才有可能成为学生心目中
的好老师。深深惭愧中！......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最近，我与学生一齐研讨课文《惊弓之鸟》时，有意鼓励学



生大胆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在大多数学生根据课文后面的
思考题，对射箭高手更羸的经验之谈表示认可和赞扬后，也
有少数同学谈了自己的不同感受。

有的学生说，我觉得我们就应从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身上吸
取一点教训，那就是我们不能像这只大雁一样，只因为被箭
射伤过，之后一听到弓弦响就惊惶失措地坠落到地上。我们
班上不是有的同学以前因为某次考试不理想，受到家长的批
评，此刻一听说考试就害怕吗这个学生由落地的惊弓之鸟谈
到了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经受挫折的潜
力；这是本课教参书上并未涉及到的资料。我带头为他的见
解鼓掌。

还有的'学生说，我觉得更羸的所作所为不值得称赞，因为他
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明明明白那只受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
了，但为了在国王面前显示自己的高明，又故意拉动弓弦，
使那只可怜的鸟又一次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摔落在地上。鸟
是人类的朋友，更羸的恶作剧有点残酷无情了。这位学生独
辟蹊径，居然能从保护鸟类的角度来谈感受，体现了孩子们
注重情感同情弱者的心理体验特征。同样，这样的感受资料
也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虽然有的学生认为此说法有点牵强附
会，但她能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且言之有理，这一
点就值得充分肯定。我又一次带领全班学生热烈鼓掌。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之后的语文课上，学生们各抒已见，
不同思维的碰撞，使课堂似乎显得有些“乱”，但我却由衷
地高兴——这不正是我所期望的吗当然，让学生各抒已见谈
感受，并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撒手不管。对于某些明显错
误的看法，我在表扬其大胆发言精神后，也会选取不同的方
式予以纠正，其中最多的方式是启发学生自我纠错，教师绝
不作当众宣判式的否定。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在教学课文《惊弓之鸟》时，我有意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大
胆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在多数学生根据课文后面的思考题，
对射箭高手更羸经验之谈表示认可和赞扬后，也有少数学生
谈了自己的不同感受：

甲生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身上吸取一
点教训，不能像这只雁一样，只因为被箭射伤过，后来一听
到弓弦响就惊慌失措地坠落到地上。我们班上不是有的同学
曾经因为某次考试不及格，受到家长的训斥，现在一听说考
试就心慌吗?这个学生由落地的惊弓之鸟谈到了当前教育界的
一个热门话题：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经受挫折的能力。我带头
为他的`独抒己见鼓掌。

乙生说，我觉得更羸的所作所为不值得称赞，因为他太残忍
了。他明明知道那只受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了，但为了在国
王面前显示自己的高明，又故意拉动弓弦，使那只可怜的鸟
又一次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摔落在地上。鸟是人类的朋友，
更羸的恶作剧有点残酷无情了。这位学生居然能从保护鸟类
的角度来谈感受，体现了同情弱者的心理体验特征。同样，
这样的感受内容也是书上没有的。虽然有的学生认为此说有
点牵强附会，但她能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且言之有
理，这一点就值得充分肯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之后，学生们独抒己见越来越踊跃，
甚至经常会发生面红耳赤的争辩，争辩的内容既有对课文形
象的不同感受，也有对词句的不同理解。七嘴八舌的发言，
不同思维的碰撞，使课堂上显得有些乱，但我却由衷地高兴，
因为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当然，让学生各抒己见谈
感受，并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撒手不管。对于某些明显错
误的看法，我在表扬其大胆发言精神之后，也会选择不同的
方式予以纠正，其中最多的方式是启发学生自我纠错，教师
绝不作当众宣判式的否定。



《《惊弓之鸟》教学反思范文》全文共2648字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这篇课文是一则成语故事。它讲述了古时候魏国有名的射箭
能手更羸不用箭只拉弓就让一只受过箭伤的大雁因为惊吓而
掉下来的故事。“惊弓之鸟”这个成语现在常比喻人受过惊
吓后，遇到一点儿情况就害怕得不得了。我把第一课时的.目
标设定为以下几点：

1.通过不同方法，理解“能手、愈合、裂开“等词。懂
得“惊弓之鸟”的意思。

2、学习第5段，比较辨析“直”字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思。
(重难点)

3、理解更羸最后说的四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体验更
羸观察、分析、推理的思维过程。(重难点)

4、学写本课生字词“弓弦、雁、射箭”。

课后我反思以下几点：

在课堂上，我让学生归类学习字词。如“大王、更羸”都是
对人的一种称呼。由“大王”引出对魏国、魏王的认
读。“更”字多音字的区分，“羸”、“赢”的辨析。联系
上下文通过语境知道“愈合”、“裂开”的意思，并知道它
们一组反义词。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以及画示意图，比
较辨析“直”字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思。

本课设计思路比较清晰，过渡自然，环节之间比较紧凑，但
是对于成绩偏后的学生会比较吃力，可能跟不上教师的进度。
所以还是稍稍放慢一些。



略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首先从备课谈起,备课要充分，但备课也要备到点子上。对于
教师而言，从教材资料、作者状况乃至写作背景等各方面来
熟悉教材是务必的，然而往往因为驾驭过多的资料，也让我
常常思考过多、上课追求面面俱到。这样下来就造成了顾此
失彼的后果，整节课下来，《惊弓之鸟》的教学目标不明显，
我本想借着这堂课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大意，明白更羸作为
射箭能手比他人更胜一筹的因素在于他善于观察、勤于动脑
而实现正确推理。然而整节课上下来，才发现自己最大的误
区是作为第一课时，这么来上的确不适合。一边是尽可能的
让学生熟悉教材，一边是熟悉教材后才能做的拓展提升，我
太急于求成了，乃至没有预设充分的时间让学生深入课文。
备课不等于上课，我至今尚未把握好上课要有所取舍、有所
侧重这一要领，抓大放小、提纲挈领的功夫在我今后的备课
中还要不断加强。

在教学设计环节，我本打算设计一个以“通缉人物令”引出
更羸的人物介绍并进而引导学生加深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以
及透过“动物法庭”学生在书本上找出根据为更羸辩护惊弓
之鸟并非死于更羸的.弓箭，而是在于受惊吓等形式来串接课
文，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用心性。设想是好的，但由于备课
时间仓促，我只做到大体框架的勾勒，而没有细化如何操作
以及明确每一个环节要实现什么目标。因为自己的不以为意，
让我在课堂上显得手忙脚乱，而学生也无法跟上我的“跳跃
性思维”。这一点我要作深刻的反思，上课像拳击赛一样，
我们不能肆意挥洒，而要拳拳命中。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就应
是渗透语文味儿的设计，而我们的语文课堂往往忽略了最根
本的语言文字训练。罗老师提到我们新教师一个通病就是喜
好抛开文本去进行说教。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惊弓之鸟》这是一则成语故事，讲的是古时候魏国一位有
名的射手更羸只拉弓不射箭，，便使天上飞过的一只大雁掉
下来的事。

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是本课的重点段，教学中我是这样设
计的：

1、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给学生再让学生默读本段，思考
“更羸只拉弓，大雁就掉下来”的推断怎样得来的，画出重
点词语。

2、四人小组交流方法。

3、学生组成八人大组，结合老师给的提示填写“鱼骨图”
或“框架图”，再选出一个代表准备发言。

4、学生组成超大组，小代表在组内汇报。再选出一个代表准
备全班交流。

5、代表上台进行全班交流。

6、教师精讲，补讲。

整节课，老师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们在自学中思
考，在合作中交流。正如《心理学》中说的：分析和综合是
思维的基本过程。这种学习方法，不仅仅能使学生深刻地理
解课文的资料，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推理的思维潜力，
把潜力的训练落在了实处。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学得很有兴
趣，课堂气氛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