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精选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一

昨天，学习了一篇课文《乌塔》，讲的是一位年仅１４岁的
小姑娘独自一人游历欧洲的事。她不但自己挣路费，而且阅
读了大量书籍。学完这篇课文，作业布置让学生写学完这篇
课文后的感受、想法。

今天作业收上来以后，我仔细阅读着孩子们的“心”。其中，
陈浩淼同学写的《我要飞》给我很大的触动。他在习作中这
样写到：向乌塔那样一个人游欧洲，简直是想都别想，而且
假如家长真的让去的话，学校也不会同意。你看，乌塔是利
用暑假去的，因为外国从不留作业，而我们呢？整个暑假都
被排的满满当当，我们首先做完学校留的作业，然后呢，还
得再做家长留的一堆课外作业，这还不够，家长还得给报几
个课外班。所以我们连出去玩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想对全国
的家长、老师们说：让我们玩玩吧，把我们放开，让我们展
翅高飞吧！

看完他的习作，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孩子太累了。这也是我
们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也反映了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迫切心态。身为他们的老师，如何能让他们学的有兴趣，
学的轻松，学的快乐？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社会这个大
课堂中锻炼他们的能力，磨炼他们的意志。长大后，步入社
会能向小鸟一样自由翱翔而不象虎皮鹦鹉一样，离开了鸟笼，
却因为失去了觅食能力，饿死在大自然中！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了《乌塔》一课。小姑娘乌塔的
行为不但对于我们班级中的每一个孩子来说是一种震撼，对
于我来说也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然独自
一人到欧洲去旅行，真让人佩服。

为了上好这节课，我这样设计课堂教学的，首先让学生读课
文，初步理解课文内容，然后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了解乌塔
的性格特点，并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作为依据。最后
以“一个小女孩该不该独自出游”为论点，让学生分正方、
反方展开辩论。

刚开始，课堂教学按照我的设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想到，
到了最后一环节，让学生围绕论点展开辩论时，课堂却变得
混乱起来，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双方
争执不休直到下课铃响，也没有辩论出个之所以然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我觉得我的教学存在两点问题。

一是因为我没能将课堂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们课外
知识比较贫乏，对于国外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
对于其他国家的国情也不了解，所以对于乌塔的很多行为都
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就有同学提出了“法律规定，不准不满
十八岁的参加工作，为什么乌塔能够打工赚钱去旅游呢”这
一疑问。如果我能在课前让学生搜集了解有关外国孩子生活
和学习情况的资料，那么对于学生理解“14岁的乌塔为什么
能独自一人游欧洲。”就有很大帮助了。

二是我驾驭课堂的能力较差，当学生因为“一个人出游如果
出现了危险怎么办？”这一问题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如果
我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反问：“是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安
全都是很重要的，可乌塔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呢？还有，



课文围绕‘十四岁的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这个问题都讲了
哪些事？”再组织小组继续读课文，从课文中找出论据证明
自己的观点。如：乌塔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如何做准备
工作的？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籍以了解欧洲
各国基本情况，在家设计好了旅游路线，做好了周密的考虑，
还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去挣钱准备旅费等。她这种持之以恒
的顽强自立精神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为了安全起见，每到
一个地方就先查警-察局电话，以备求助。为了不让家里人担
心，定时给家里人打电话，寄明信片。她这种考虑周到、有
备无患，心里有着他人的品质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了人与教材的对话。

如果这样安排的话，那么我相信这节课留给学生的就不是困
惑了，而是心灵的震撼，是无限的思考.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小学语文乌塔教学反思。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三

《乌塔》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描
写了一位十四岁的德国小姑娘，独自一人游欧洲的事。这对
从没出过远门的中国小朋友来说，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因此这篇课文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思想意义方面都让我班
学生感到新奇、兴奋。故对这篇课文的读书积极性相当高，
可以说是主动地去读，专注地去读，兴致勃勃地去读，自然
收获也相当多。无论是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还是审美
的乐趣。总之，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真正做了一回主人。

学完课文后，我在班级里举行了“一个14岁的小姑娘独自漫
游欧州，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辩论会。这是我班学生最
喜欢的一种学习形式。正反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口水之
战”：



好一场唇枪舌剑，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赞可夫说过：只有在学生情绪高涨，不断要求向上，想把自
己独有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气氛下，才能产生丰富多彩的思想，
情感，词语。今日，我重温此语，倍感亲切。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四

我觉得我的教学存在两点问题。

一是因为我没能将课堂教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学生们课外
知识比较贫乏，对于国外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
对于其他国家的国情也不了解，所以对于乌塔的很多行为都
觉得不可思议。

二是我驾驭课堂的能力较差，当学生因为“一个人出游如果
出现了危险怎么办？”这一问题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如果
我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反问：“是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安
全都是很重要的，可乌塔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呢？还有，
课文围绕‘十四岁的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这个问题都讲了
哪些事？”再组织小组继续读课文，从课文中找出论据证明
自己的观点。如：乌塔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如何做准备
工作的？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籍以了解欧洲
各国基本情况，在家设计好了旅游路线，做好了周密的考虑，
还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去挣钱准备旅费等。她这种持之以恒
的顽强自立精神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为了安全起见，每到
一个地方就先查警察局电话，以备求助。为了不让家里人担
心，定时给家里人打电话，寄明信片。她这种考虑周到、有
备无患，心里有着他人的品质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了人与教材的对话。

如果这样安排的话，那么我相信这节课留给学生的就不是困
惑了，而是心灵的震撼，是无限的思考。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五

本组课文主要是写动物的文章，有的是不同作家写的相同的
的动物，有的是同一作家写的不同的动物，全组课字里行间
流露出作者对动物的喜爱之情。在教学中，我按照“五环三
步一中心”教学模式展开课堂。成功之处：首先创设情境，
介绍关于作者的文学常识，之后让学生观察书上的图画，让
学生谈自己看过图后的感受，激发学生想认识作者笔下动物
的兴趣，从而导入课文。紧接着让学生自由读文，在解决字
词的基础上，进而再读课文归纳主要内容。之后老师提出大
问题：文中的动物有什么性格特点？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作
者对动物的喜爱。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课文，然后小组交流
在读文过程中不能解决的问题，之后汇报组内无法解决的问
题全班共同学习，充分体现以问题引导为中心教学法。在解
决问题这一环节，我力求以“读”为本，以“悟”为核心。
读中感知，读中感悟，读中积累。注重品词析句训练，让学
生学以致用，活学语文，举一反三。品读句子，让学生领悟
语气助词的作用，进而体会作者对动物的喜爱之情。在读透
文，理解作者情感之后，让学生自己总结这一段的结构特
点——总分，从而指导写作方法。归纳概括部分，让学生自
己从字词句到课文表达的思想情感来谈收获，真正的达到工
具性与人文的统一。采取的措施：最后是拓展应用这一环节，
我没有要求学生提笔去写小动物，而是要求他们：摘抄自己
喜欢的句子，然后背给你的同桌听。这样设计体现新课程标
准对语文教学的要求：高效语文课堂要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
的培养，体现刻意感觉的无意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
积累词句，从而把这些词句灵活的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之中。
采取的措施：语文是听、说、读、写，语文是字、词、句、
篇，在日后的语文教学中我还要再接再厉，努力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注重语文能力的培养。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六

a《乌塔》这篇略读课文主要讲述的是一位14岁的德国小姑娘



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的事情。反映了国外少年儿童独立生
活的能力和自立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在
教学中，我给同学充沛默读和考虑的时间，协助同学理清课
文的叙述顺序，了解课文写了一些什么事，引导同学独立读
懂课文，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同学比较容易归纳出课
文的主要内容。我再引导同学针对这些内容发表自身的看法
和见解。然后，我抛出问题：小同学独自外出旅游好不好？
这问题看似普通，其实引发了同学的考虑，鼓励同学发表自
身阅读课文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同学的争辩，为
领会内容提出认识做了准备。我操纵有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学
分成正反双方，通过争辩来引导他们提高认识。同学们积极
性相当高，我鼓励同学发表不同的意见，同学们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纷纷发表了自身的看法，最后，我对同学的观点
作了总结：乌塔独立自主等方面的品格值得大家学习，但是
并不是鼓励大家像乌塔一样独自外出旅游，终究平安是第一
位的，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依赖思想，采用多种方法
培养自身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立的精神。同学听了，也颇有
同感。这样的优秀教案，给了同学充沛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的
机会，营造了一个自主、平等、合作的氛围，因而，整个课
堂充溢了生机，充溢了快乐，充沛发掘同学自主学习的潜能，
巧妙地引导同学自身去感悟、去发现，从而学习乌塔独立自
主的精神。

这节课中，我很注意“德育”渗透点，使同学从乌塔独自一
人游欧洲这件事中受到启示：我们中国小朋友也应该学会自
立。

我采用的教法是：指导同学进行研究性学习，激发、鼓励同
学自觉主动地参与学习，使其自身的语文自学能力在研究、
发现、合作、交流等学习活动中得到提高发展，体会到学习
进步的快乐。培养他们自主、自信的优良品质。

同学学法：采用自读自悟、小组研讨、全班汇报交流。



教学中我激发同学自身去发现问题，引导同学带着问题去读
书、去考虑，想方法解决问题，同时发动同学互助解疑，在
讨论交流中敢于发表自身的见解。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七

当我让孩子们打开书本自由阅读这篇课文的时候，当我在孩
子们读完文章后一言不发而让孩子自己谈阅读感受的时候，
相信文章带给孩子们的震撼和我初读它的时候一样，甚至可
能更强。乌塔，一个十四岁的德国小女孩，精心准备了三年，
利用假期，独自一人只身旅游欧洲。她所表现的成熟、细密、
乐观、睿智，她的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对于一直生
活在父母呵护下的中国孩子无疑是在思想、心灵和意识上的
一次冲击。孩子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的感受，
其佩服和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孩子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所以学习起来分外轻松、顺利，
效果极好。

之后，我让孩子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写一篇《乌塔》读后
感，孩子们准备充分，学习主动，思想活跃，因此写来不太
困难，效果比平时写作要好得多。

虽然《乌塔》只是一篇略读课文，但是，真希望孩子能有更
多机会了解和接触其他孩子的成长故事，多读此类文章，使
孩子渐渐长大、走向成熟。

塔船的鸟教学反思篇八

近期，学校进行了“希望杯”小学语文教学赛课观摩活动，
我聆听了魏晓丽老师、窦晶晶老师、曲锦锦老师、蔡苗苗老
师、李营老师的课，收获良多。那一天，几位老师上的课，
对文本的理解都比较深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



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一、教师语言具有艺术的魅力

当我听着这几位教师的课时，我想教师的语言竟有如此之魅
力，它能带领学生走进文本，引出狭小的课堂，深入人的心
灵深处……窦晶晶老师在教学《石榴》这一课时，简单的几
句课前交流，既打消了学生的紧张情绪，又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窦老师的评价语非常丰富，例如，老师让学生自由
读书，细心的老师让最后一名学生坚持读完书，微笑着对他
说：“坚持读完书真棒。”还有“读书百遍其义自
现”、“声音真好听。”、“我听出来了，这石榴园确实很
有名。”、“别看你身材小小的，但声音还是挺大的。”等
等。以上这些评价，其激励的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呀！在课
堂上我们用欣赏的眼光、赞赏的话语去激励学生，我们是能
办到的。

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语言更是一门艺术，谁能将它演绎得
好，就能抓住学生的心。曲锦锦老师自然、流畅、优美的过
渡语言，把学生带进了诗情画意的'九寨沟，同时也激发了学
生对大自然的珍惜与热爱。蔡苗苗老师课堂语言简洁，她用
自己的挥洒自如的语言带着学生走进江南的小村庄，感受着
吴侬软语，感受着一家和-谐幸福的田园生活。魏晓丽老师循
循善诱，带领着二年级的孩子逐步感受小青蛙的不懈，明白
了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目标。

二、处理、把握教材的方法十分独到

一日听课所得又岂止以上几点，但我想，光是这几点，是我
要用很多的时间才能深刻领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