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优秀7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一

这节课因是自读课，所以我就放手让学生自已读，要求读准
读通，读出问题，读出自已的感受，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
后，让学生说说自已的启示，并根据课文中的道理，联系生
活中的实际例子来讲一讲。学生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学生
说自已明白了，好看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
西并不是没有用的。有的学生说明白了好看的东西有时也会
变得十分令人讨厌，不好看的东西有时却会使自已有所成就。
更有一个同学范朋飞说自已明白了，一个人长得虽然漂亮，
但有时并不一定美，要看他的心是不是也很好，是不是能为
大家做好事。同学们更总结了“有毒的蘑菇往往是漂亮的”。
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只看外表的。看来我们从课文里确实是能
教学生学会很多东西。同时我也突然有了一个计划：现在市
面上虽然有很多儿童读物，但很多内容却并不能引导学生有
一颗美好的心灵，我想为我的学生们多写一些这样的故事，
让孩子们在故事中慢慢学会做人。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二

《狮子和鹿》是三年级上学期语文第七组课文的一篇略读课
文。这是一个寓言故事，通过一只鹿在遇狮前和遇狮后对自
己的角和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阐明了一个道理：物各有所
长、所短；不要因为它的长处而看不见它的短处，也不要因
为它的短处而否定它的长处。不要光图美丽的外表，更要讲



实用；美和实用在不通的环境和不同的条件下都各有存在的
价值。

按照略读课文的课时安排，《狮子和鹿》的教学任务在1节课
之内完成。本节课我设置了两个教学目标：第一，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二，通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理解鹿对角、腿态度改变的原因，从而懂得寓言所蕴涵的道
理。教学重点是理解鹿对自己的角和腿的前后不同态度；教
学难点在于体会故事所讲述的道理。

完成第一个教学目标，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的朗读目标而采
取不同朗读教学策略。第一次朗读目标设定为“学生能够正
确地朗读课文”，我通过课件展示比较难读的以及与课文理
解有直接帮助的字词，在指读当中发现不正确的字词读音，
随即把它们进行正音。然后，进行演一演等形式对字词进行
理解。第二次朗读的目标是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
且在朗读的过程中思考课文的主要内容，对课文的主要内容
有一个初步的、感性的认识，从而实现由初读到品读的过渡。

第三次朗读，是重点句段的品读，此次朗读的目标是在学生
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重点句段的品读，体会鹿的情
感态度变化。所以，第一个教学目标的实现，是贯穿于整节
课的教学过程，是了解课文内容、理解鹿对角、腿态度改变
的原因、懂得道理的重要手段。

完成第二个教学目标，除了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外，在主要
内容的把握上，还通过主要内容填空、理清课文的条理，从
而为品读课文奠定基础。在理解鹿对角、腿态度变化的原因
上，我让学生自主发现、自己找出能够体现鹿对角、腿态度
的重点句段，然后通过指导朗读，让学生从读中感悟，从读
中体会鹿的情感态度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至于道理的把握，
在整篇课文完结的时候哦，我编写了一个后续的环节：鹿锯
掉自己的角行不行？利用鹿这个决定，让学生自由发表见解，
把感受写下来，在教师的点拨下，进一步悟出课文所蕴涵的



道理。

我认为，《狮子和鹿》这篇课文的教学，值得反思的是：

教学时间安排显得前松后紧。前面正音、概括主要内容、初
步感受划分意义段的部分花费太多时间。另外，在品读鹿讨
厌自己的腿的时候，让学生一边做动作“噘嘴”“皱眉”，
一边抱怨，这个环节太罗嗦，先全班读、再个别读、再指导
学生边做动作边读、指名表演、再全班齐读。一个句子就足
足花费了5分钟，实在没有必要。所以，到后来道理的感悟和
拓展部分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显得十分仓促。如果能够把本
节课的重心放在感悟道理上，在出示了续写以后，给充分的
时间学生讨论、思考，再让学生发表他们的看法，从而得出
道理；在得出道理后，鼓励、引导学生联系实际，举出实际
生活中的例子，再次说明问题，最后进行总结，这样安排和
组织，就能够使大部分学生明白寓言所蕴涵的道理了。

在教师的语言上也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老师给
大家布置一项任务”等，没有把学生摆在一个课堂主体的地
位，而是把一些主观的意念强加在了孩子的课堂上。

总的说来，虽然这节课能够比较顺利、流畅地完成，但是在
教学设计、课堂组织、时间分配等还有十分多的需要改进的
地方。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三

师：一阵风吹来，池塘里泛起了层层波纹，小鹿忽然看到了
自己的腿。它的神情变成了什么？请大家拿出铅笔在文章第
四自然段里进行寻找。

生：我找到了，“它撅起了嘴，皱起了眉头。”

师：谁来学学它的这个动作？你能体会到小鹿在做这个动作



时它的心情吗？

生：我感觉到它很不高兴。

师：它为什么不高兴呢？我们来看看小鹿的心里话吧！

出示：“哎，这四条腿太细了，怎么配得上这两只美丽的角
呢！”

师：谁来帮小鹿说说它的心里话？

生读：“哎，这四条腿太细了，怎么配得上这两只美丽的角
呢！”

师：这是一只“不高兴”的鹿。

生边摇头边读：“哎，这四条腿太细了，怎么配得上这两只
美丽的角呢！”

师：这是一只“失望”的鹿。（这是一只“垂头丧气”的鹿。
）

生：一学生读“哎，这四条腿太细了，怎么配得上这两只美
丽的角呢！”

生齐说：“抱怨”。（师相机板书）

师：让我们带着这种抱怨的语气再来读读小鹿的这句话吧！
（全班齐读）

语文教学应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语言的感悟主要
靠朗读。在朗读中让学生在想象中深化对课文的理解，注重
朗读感悟和思维训练的和谐共振，使两者得到合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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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四

这节课因是自读课，所以我就放手让学生自已读，要求读准
读通，读出问题，读出自已的感受，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
后，让学生说说自已的启示，并根据课文中的道理，联系生
活中的实际例子来讲一讲。学生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学生
说自已明白了，好看的东西并不必须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
西并不是没有用的。

有的学生说明白了好看的东西有时也会变得十分令人厌恶，
不好看的东西有时却会使自已有所成就。更有一个同学范朋
飞说自已明白了，一个人长得虽然漂亮，但有时并不必须美，
要看他的心是不是也很好，是不是能为大家做好事。同学们
更总结了“有毒的蘑菇往往是漂亮的”。

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只看外表的。看来我们从课文里确实是能
教学生学会很多东西。

同时我也突然有了一个计划：此刻市面上虽然有很多儿童读
物，但很多资料却并不能引导学生有一颗完美的心灵，我想
为我的学生们多写一些这样的故事，让孩子们在故事中慢慢
学会做人。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五

《狮子和鹿》是三年级上学期语文第七组课文的一篇略读课
文。经过一只鹿在遇狮前和遇狮后对自我的角和腿的截然不
一样的态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物各有所长、所短；不要
因为它的长处而看不见它的短处，也不要因为它的短处而否
定它的长处。不要光图美丽的外表，更要讲实用；美和实用
在不通的环境和不一样的条件下都各有存在的价值。

按照略读课文的课时安排，《狮子和鹿》的教学用1课时完成。
课上，我就放手让学生自读，要求读准读通，读出自已的感
受，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后，让学生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
么事情。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理解指导鹿对自我的脚和腿的前
后不一样的态度。难点是读懂课文，体会故事所讲述的道理。
为了让学生很好地体会寓意，我先有意识地让学生找出鹿对
它的角和腿前后不一样的态度。经过前后比较朗读，让学生
体会到鹿的思想在悄然发生转变。多次朗读“两只美丽的角
差点儿送了我的命，可四条难可看的腿却让我狮口逃生！”
这些朗读训练，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走进文本，和文本对话，
为下文体会鹿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根据课文中的道理，联系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来讲一讲。学生
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学生说明白了，好看的东西并不必须
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用的。有的学生结合自
我生活中的“采蘑菇”事例，总结了“有毒的蘑菇往往是漂
亮的”。更有一个同说自已明白了，一个人长得虽然漂亮，
但有时并不必须美，要看他的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能为大
家做好事。大部分学生都能举出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有少数
学生的语言表达本事比较差，说得过于罗嗦。今后还要加强
学生的语言组织本事。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六

这节课因是自读课，所以我就放手让学生自已读，要求读准



读通，读出问题，读出自已的感受，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
后，让学生说说自已的启示，并根据课文中的道理，联系生
活中的实际例子来讲一讲。学生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学生
说自已明白了，好看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
西并不是没有用的。有的学生说明白了好看的东西有时也会
变得十分令人讨厌，不好看的东西有时却会使自已有所成就。
更有一个同学范朋飞说自已明白了，一个人长得虽然漂亮，
但有时并不一定美，要看他的心是不是也很好，是不是能为
大家做好事。同学们更总结了“有毒的蘑菇往往是漂亮的”。
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只看外表的。看来我们从课文里确实是能
教学生学会很多东西。同时我也突然有了一个计划：现在市
面上虽然有很多儿童读物，但很多内容却并不能引导学生有
一颗美好的心灵，我想为我的学生们多写一些这样的故事，
让孩子们在故事中慢慢学会做人。

《狮子和鹿》教学反思

我曾听过一首歌叫《有一种爱叫放手》，让我领悟到爱的方
式能如此独特，“放手”是一种爱。假如我们老师在教学上
能做到适当的放手，更多地去相信学生，让就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会有更多的惊喜，学生也会表现得更加自主。在我
执教三年级上册《狮子和鹿》这一篇略读课时，我大胆放手
让学生自己读，要求读准读通，读出问题，读出自己的感受，
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后，让学生说说自己的启示，并根据
课文中的道理，联系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来讲一讲。

学生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学生说自己明白了，好看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用的。有的学
生说明白了好看的东西有时也会变得十分令人讨厌，不好看
的东西有时却会使自己有所成就。更有一个同学说自己明白
了，一个人长得虽然漂亮，但有时并不一定美，要看他的心
是不是也很好，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有个学生说有毒的蘑
菇往往是漂亮的，我们不要被它美丽的外表蒙骗。多好的读
书体会啊，学生的每一个体会都让我感动，让我意想不到的



是，平时不怎么发言的学生都能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一节课的“放手”让我明白，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学生。
从中使我更相信学生。再怎么完美的课堂都有它不足之处，
更何况身为年轻教师的我呢。在“结合文中的道理联系生活
的中实际例子谈谈如何看待事物”这一环节，大部分学生都
能举出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有少数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
差，说得过于罗嗦，当时我没有安排充分的时间去纠正他们
言语，只有平时的积累才有扎实的基础，在今后的课堂上要
想得更周到、更全面些。

《狮子和鹿》教学反思

《狮子和鹿》是三年级上学期语文第七组课文的一篇略读课
文。这是一个寓言故事，通过一只鹿在遇狮前和遇狮后对自
己的角和腿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阐明了一个道理：物各有所
长、所短；不要因为它的长处而看不见它的短处，也不要因
为它的短处而否定它的长处。不要光图美丽的外表，更要讲
实用；美和实用在不通的环境和不同的条件下都各有存在的
价值。

按照略读课文的课时安排，《狮子和鹿》的教学任务在1节课
之内完成。本节课我设置了两个教学目标：第一，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二，通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理解鹿对角、腿态度改变的原因，从而懂得寓言所蕴涵的道
理。教学重点是理解鹿对自己的角和腿的前后不同态度；教
学难点在于体会故事所讲述的道理。

完成第一个教学目标，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的朗读目标而采
取不同朗读教学策略。第一次朗读目标设定为“学生能够正
确地朗读课文”，于是，我通过齐读的方式，在齐读当中发
现不正确的字词读音，随即把它们板书到黑板上，在齐读后，
马上对这些字词进行正音，并让学生把正确读音标到书本上。
然后，进行第二次的朗读——自由朗读。第二次朗读的目标



是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在朗读的过程中思考课
文的主要内容，对课文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初步的、感性的认
识，从而实现由初读到品读的过渡。第三次朗读，是重点句
段的品读，此次朗读的目标是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
通过对重点句段的品读，体会鹿的情感态度变化。所以，第
一个教学目标的实现，是贯穿于整节课的教学过程，是了解
课文内容、理解鹿对角、腿态度改变的原因、懂得道理的重
要手段。

完成第二个教学目标，除了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外，在主要
内容的把握上，还通过主要内容填空、根据有条理的主要内
容初步接触划分意义段等方法，理清课文的条理，从而为品
读课文奠定基础。在理解鹿对角、腿态度变化的原因上，我
让学生自主发现、自己找出能够体现鹿对角、腿态度的重点
句段，然后通过指导朗读，让学生从读中感悟，从读中体会
鹿的情感态度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至于道理的把握，在整
篇课文完结的时候哦，我编写了一个后续的故事，利用这个
后续的故事，让学生自由发表见解，在教师的点拨下，悟出
课文所蕴涵的道理。

我认为，《狮子和鹿》这篇课文的教学，有以下几点值得反
思：

第一，教学时间安排显得前松后紧。前面正音、概括主要内
容、初步感受划分意义段的部分花费太多时间。另外，在品
读鹿讨厌自己的腿的时候，让学生一边做动作“噘嘴”“皱
眉”，一边抱怨，这个环节太罗嗦，先全班读、再个别读、
再指导学生边做动作边读、指名表演、再全班齐读。一个句
子就足足花费了5分钟，实在没有必要。所以，到后来道理的
感悟和拓展部分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显得十分仓促，能够感
悟到道理的学生寥寥无几。如果，能够把本节课的重心放在
感悟道理上，在出示了续写以后，给充分的时间学生讨论、
思考，再让学生发表他们的看法，从而得出道理；在得出道
理后，鼓励、引导学生联系实际，举出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再次说明问题，最后进行总结，这样安排和组织，就能够使
大部分学生明白寓言所蕴涵的道理了。

第二，引导和指令语言未能切合学生水平。在点明朗读要求
的时候，我只是说“请同学们读出紧急的气氛”。这就忽略
了三年级孩子的思维发展水平，他们不能理解“紧急的气
氛”应该怎么读。经过思考，我认为，指令一定要包含引导，
如果在下达指令的时候，再加上引导“你们觉得很着急的时
候说话的速度会怎么样？语调会怎么样？”通过这样的引导，
学生就能清楚地明白如何读出“紧急的气氛”，并且在以后
的课文中，如果再遇到类似状况，他们就自然理解应该如何
读了。

第三，教态不够自然。由于个人习惯和紧张两个原因，上课
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这种情况必须尽量控制、减
少。因为学生的目光总是会跟随着老师，老师如果不停地走
动的话，会影响学生精神的集中。

第四，板书没有发挥作用。板书代表着上课的思路，代表着
本节课的重点，应该随着每个环节的进行而添加板书。但是，
我的板书是完成任务式的补上，没有发挥到板书该有的作用。
这点必须改正。

最后，语调和语速问题。语速偏快是我一直存在的问题，尽
量减慢语速，重点、难点或者指令语尤其减慢，而且重复两、
三遍，学生才能记得或者来得及用笔记下重点。另外，语调
起伏不大，缺乏抑扬顿挫，这样学生会很容易觉得沉闷和疲
累。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课文、语段用不同
的语调，整节课堂会生色不少。

总结了五点需要改进的地方后，这节课也有一些做得好的地
方：

第二，授课思路比较清晰，条理分明，整节课能够比较流畅



地完成；

第三，环节和环节之间的衔接和过渡比较自然；

第四，感情朗读指导得比较到位，能够很好地通过朗读体会
态度的变化；

第五，在展现道理的时候，运用了续写、提问的方法，既能
够总结全文，也能够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和自己对道理的感
悟自己编写对话，从而引出寓言的道理所在。这种思维的拓
展，既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学习积极性，也能够切实明白道
理。

总的说来，虽然这节课能够比较顺利、流畅地完成，但是在
教学设计、课堂组织、时间分配等教学基本功上还有十分多
的改进空间。希望以后能够逐步提高教学水平，实现有效的
教学。

语文人教版第五册第二十八课《狮子和鹿》教后记

篇文章的重点是理解指导鹿对自己的脚和腿的前后不同的态
度。难点是读懂课文，体会故事所讲述的道理。为了让学生
很好地体会寓意，我先有意识地让学生找出鹿对它的角和腿
前后不同的态度。当学生读到美丽的角差点让鹿送了命，而
难看的腿却让它狮口逃生时，我创设了一个情境：此时此刻，
狮子会对它的角和腿说什么呢？学生踊跃发言。他们的发言
告诉我孩子们已经能比较鹿的角和腿的优点和缺点，对事物
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时机成熟，于是，让他们联系自己
的生活经验，谈谈课文中引发的道理。通过读说到感悟，深
化道理，让学生明白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懂得世间的一
切都在变化，面对变化着的事物，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
看待，要使自己的的想法和行为顺应这样的变化，启发学生
关注和发现生活中不断变化的人和事，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大班马戏团里的大狮子教案反思篇七

这篇课文是略读课文。不是常常说要简简单单教语文吗？所
以我就放手让学生自已读，要求读准读通，读出问题，读出
自已的感受，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读后，让学生说说自已的
启示。学生都能提出很多我根本想不到的问题.

谢子淳、肖严格、陶毅：“‘他不着急离开了’应该加一
个‘地’，这样顺口一些。”杨浩然、彭楚越：“如果加了
就把意思弄变了，变成了他离开了” 我顺势说：“小鹿到底
离开了没有呢？”“没有！”“那到底能不能加呢？把两句
对比着读一读吧！”孩子们在读读、议议中轻松理解了这句
话，完全不用老师苦口婆心的教了。正如叶老先生所说“教
是为了不教”！

金赫仪：“课文里为什么用‘支’起耳朵，而不用‘竖’起
耳朵？”瞧！小家伙能咬文嚼字了！肖严格说：“你们看鹿
的耳朵本身就是竖着的，当然就不能用竖，要表示它竖着的
耳朵认真听时，当然用‘支’更合适！”

读了课文你明白了什么？学生各自发表了意见。孙浩然
说：“好看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有用的，不好看的东西并不是
没有用的。”彭楚越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
事物都有自己的缺点。”万景说：“不能只看事物的外表，
而要看他的内在。”杨浩然说：“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好，并
不代表他什么都好；一个人学习成绩不好，并不能代表他什
么都不好。”

看来我们从课文里确实是能教学生学会很多东西，让孩子们
在故事中慢慢学会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