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优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一

《狐假虎威》是苏教版第四册的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
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
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自己并没有本事。
这样的课文，教学的重点放在哪儿？又该如何突破？想了又
想，觉得还是该回归“原始地带”——体验角色，深化情感。

语言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要让儿童真正理解语言，除了听一
听、看一看、摸一摸、嗅一嗅以外，还得让学生做一做。本
文中有好多词语的意思，学生是一知半解的。如“假、蒙、
窜……”我一直认为低年级的学生应养成的良好习惯，因为
能为我们的阅读教学“插上翅膀。”因此在课上，我让学生
独自查了“假、扯”的意思，并选出符合文意的正确解释。

情境表演是儿童最受欢迎的表现形式。《狐假虎威》是篇声
情并茂的文章，用表演的形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化
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教学课文的7-8小节时，我学着于永
正老师请5位学生分别戴上了老虎、狐狸、小鹿、兔子和野猪
的头饰表演，一位学生朗读课文，其余的学生当导演。学生
把狐狸的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的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表演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这也就反映出学生已经把课文
内容读懂了。

低年级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老虎告诉我：它在看看小动



物们是不是真的怕老虎。小鹿告诉我，它其实不怕狐狸，最
怕的是老虎。学生的回答对于寓意的理解已经势如破竹。

课上完了，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思考......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二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
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说明了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就像
狐狸那样，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
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能被表面现象
蒙住了自己的视线。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
生动，十分逼真。

教学当中注重对学生的朗读指导，“狐假虎威”这个词的讲
解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性，通过读、导、演、评，很好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在讲读课文的时候，充分利用朗读，
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懂得“狐假虎威”的意思。在学
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教师让学生借助课文里的插图看图说
话，实质是一个引导学生听、说、读、写的一个语文学习过
程。

在教学设计上，由于课文的语言非常生动形象，适合学生朗
读和表演。所以在教学中着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体
现以“趣”引路的语文课堂，以分角色朗读、配合动作读、
合作表演等手段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努力让课堂洋
溢情趣、生趣，并充满活力。首先，我在设计教案时比较注
重体现以下的教学理念：

以阅读为本位的语文课堂实践活动。在教学中，我试图让学
生自由地充分地对课文重要语句进行多种形式的阅读，通过
读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感知，培养学生敏锐的语感，并整体
地从字里行间内含的意蕴进行感受、领悟和品味。



其次，在教学当中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注重朗读训练

要提高阅读教学的效果，就必须加强读书训练。我在初读时，
就提出读书要求，眼到、手到、心到。把课文读正确、读通
顺。理解了课文意思后，必须把课文读流利、读出感情。

二、理解词语形式多样

“小演员”，其余学生当“导演”，在较有兴趣的导演中，
学生理解了词语意思，还激发其想象力，如身临其境，激起
读书兴趣。

其实，这篇课文很多学生都早已耳熟能详，对故事的情节我
大可不必再花太多的时间去理解分析，而应该把教学目标落
实到我自己所定的“读一读”，“演一演”上，抓住文中特
别关键的词句指导学生来演好，同时又通过表演来促进和加
深学生对课文语言的品味和感悟。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三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
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说明了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就像
狐狸那样，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
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能被表面现象
蒙住了自己的视线。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
生动，十分逼真。

在教学中着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分角色朗读、配合动
作读、齐读、表演等手段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努力
让课堂洋溢情趣、生趣，并充满活力。文中对狐狸和老虎的
情态描写，形象生动，十分逼真。如写狐狸被老虎逮住
后“眼珠子骨碌一转”，马上想出一个坏点子，并且“扯着



嗓子”发出反问，显示了狐狸的狡猾。再如“摇头摆
尾”、“神气活现”、“半信半疑”、“东张西望”的情态
都让人感到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因此我在课件中重点出示
这些关键词，并细致地指导让学生边读边想，读出画面来，
低段学生十分感兴趣，参与意识很强，教学效果不错。其实，
《狐假虎威》这篇课文很多学生都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在最
初的教学设计中，我本想把学生情景表演、分角色读环节放
在前面，又害怕时间紧张，所以把这些环节放在了后面，把
寓意总结放在了前面，引导的有点浅，不够深入。在拓展上，
我抓住每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对学生进行教育，如自信心
的教育，自我保护的教育，尽量把方方面面的教育贯穿在篇
篇课文里。

总之，以后要更深入的了解教材，更合理的安排时间，更有
序的设置环节，更全面的拓展内容。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四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
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
风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
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
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自己的视线。其中的语言特色也值得
我们关注的，特别是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
生动，十分逼真。

一、角色体验，挖掘人物内心。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重在对学生两个主角的内心进行探索，
挖掘文字以下的内容。需要学生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
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
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我主要是采用采访的形式进行，
如：“狐狸，你的眼珠子在骨碌一转，你在干什么啊?”“老
虎，你刚才怎么愣住了，你心里在想什么？”“老虎，你的



表情怎么呆住了，你在想什么？”等问题，让孩子体会当时
狐狸和老虎的内心活动。让孩子进行有效地思维。也同时避
免了老师简单的说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设计的本课的亮
点之一。上下来学生也能说出他们的内心想法。看得出其实
孩子们对于这个故事还是比较了解的。

在教学7、8两小节的时候，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
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没有直接让学生
去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
词语的意思。而是让学生通过表演展现出来。再让学生自己
自由读词，再放入句子中，指导读好句子，一气合成。也为
之后的表演片段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利用精心设计的表演单元，由小组长带领，依靠
大家的力量，来参与演出。演出对文本的理解，既突破了教
学重点，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协调能力，质疑和解疑
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本课我是由“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开始，再由“狐假虎威”
这个成语结束。中间紧紧围绕着“借”这个字开展的。
由“狐狸为什么要借？”引出第一段。到“狐狸怎么借
的？”引出了2-6自然段。“狐狸借的结果怎么样？”引出7、
8两段。

“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又为什么撒
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
助学生理解“狐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
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去，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
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形式，逐
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突破这篇课文的难点。

在本课中，我教学了两个生字“假”和“借”。我的本意是
让学生找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单人旁）和不同点（虽然都
是单人旁，但是他们在田字格的位置不同），还有记忆的方



式。比如（结构法、旧字记新字等）

学生在教学中一下子就找到了相同点，但是不同点，都是围
绕着字的构成部分中容易写错的来提醒大家。没有答到点子
上，觉得很可惜。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引导，我就直接告
诉了学生它们的不同点，觉得比较生硬。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是一篇寓言故事，也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
借老虎的威风吓跑了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借着
别人得力量吓唬别人，其实并没有真本事，语言讽刺了仗势
欺人者的奸诈狡猾。我认为这篇课文有很强的故事性，所以
我在课堂上并没有对课文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只是
给学生充分的朗读空间，让孩子们在朗读中自己去感悟课文，
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角色，了解课文
内容，在指导学生认真预习，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概内容
的基础上，引领学生深入体会重点字词，仔细揣摩老虎和狐
狸的内心，然后通过朗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针对故
事中的“狐狸”，我抓住了“窜”、“骨碌一转”、“扯着
嗓子”等这些词语，训练学生朗读的语感，突出狐狸的狡猾
模样；而针对“老虎”，当然就抓
住“愣”、“蒙”、“松”、“跟”这四个字，表现出它的
智慧不足之处。又如：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
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解“神
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
再让学生自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己把句子
演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句句子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
边读边演，再让同桌之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通过创设情景、
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了句子，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
平。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在丰富多彩
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有所悟。同时巧
妙设问，理解成语。



学完第八自然段进行提问：“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
什么？”“它们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
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解“狐假虎威”的意思
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去，
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
样的一问一答的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
思，突破了这篇课文的难点。

当然，每一次的教学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课堂上
往往为完成预设的教学过程，会忽视一些孩子的回答，或者
是一些困难学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还需时时关注每一
位学生，每一个回答，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年级狐假虎威教学反思篇六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
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
风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
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
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自己的视线。其中的语言特色也值得
我们关注，特别是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生动，
十分逼真。

虽然本节课学生能较好的看图进行编故事，但在老师讲故事
后提出的问题:狐狸编出什么样的谎言来骗老虎?可能老师在
讲故事没能讲清要求，幼儿回答问题时还是在自己编的故事
中，按自己的想法回答，这时候本人只能再次让学生听故事，
在表演故事的时候由于以前放松惯了，在本节课中没让幼儿
说本故事中应有几个演员?及注意演的时候应注意什么?以后
要在故事表演时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以后在教学中要组织好幼儿常规，把每一个问题讲清，这样
才能更好的有利于教学，在以后教学中加强自己的语言训练
及组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