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通用10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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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这篇课文是一篇选学课文，内容不复杂，又是学生喜欢的古
诗，理解起来应该没有难度。所以，应放手让学生自己读通、
读懂。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交流，效果就比较好。

1、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渔夫，到海边去捕鱼，意外地
捞上来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恶的
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
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

2、读了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
战胜的。

3、想一想渔夫是怎样用智慧战胜魔鬼的？

他是假装不相信魔鬼是住在这么小的一个瓶子里的，把魔鬼
重新骗回了瓶子里。

4、结合上下文，想想下面这两句话的意思。



（1）一听所罗门早死了，魔鬼立刻凶恶地说：“渔夫啊，准
备死吧！你选择怎样死吧，我立刻就要把你杀掉！”

从“立刻”一词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凶恶狡猾的本性，因为对
所罗六有所惧，所以一出来时还是一副卑躬屈膝的软弱模样，
等听说所罗六已死了，须臾间，原形毕露，凶恶无比，恩将
仇报，并且编一串谎言为自己无耻的行为找借口。我们不由
得会想？狼和小羊？中的狼，想做坏事还给自己编个冠冕堂
皇的理由，狡猾之极，无耻之极。

（2）这时候渔夫想道：“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人。我
的智慧一定能压制他的妖气。”

这是课文唯一一次对渔夫心理活动的描写。从他的想法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渔夫此时已经镇定下来，他知道怕魔
鬼和与魔鬼讲道理，都是徒劳的，自己能与魔鬼较量的，不
是身体，而是智慧。他想到了，只有让魔鬼重新回到并子里，
才可以治服它。所以下面的对话，渔夫的语言就充满了智慧，
让魔鬼相信：他不想再乞求、辩解，准备束手待毙，使魔鬼
不知不觉进入了圈套。

5、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注意一定要讲好魔鬼为什么
要杀死渔夫和渔夫战胜魔鬼的部分。

《渔夫的故事》教学反思——语文——四年级

《渔夫的故事》一课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
千零一夜》。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渔夫，到海边去捕鱼，
意外地捞上了所罗门封锁魔鬼的瓶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
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魔
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
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故事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
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5月25日我按教导处的安排在四（1）班上了一节《渔夫的故
事》阅读课，我在备课时有这样几点思考：

1、这是一篇阅读课文，重点培养学生的自读自悟能力；

2、这单元的训练重点是复述课文。

教学的重点在这节课中主要抓住三个方面的训练点：

二是魔鬼为什么要杀死救了它命的渔夫呢？这是文章的第11
小节所讲的内容。教学这一段时，我采取的方法是：读故
事——复述故事——指名复述故事——师生合作随机创设谈
话情境——感悟魔鬼的凶恶。

三是课文的第16至25节，讲的是渔夫怎样用智慧战胜魔鬼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教学我采用的方法是：同桌分角色朗读课
文——复述课文——指名对话——感受渔夫的智慧。

整篇课文的教学以朗读贯穿其中，但这节课上完，总感受欠
缺些什么，后来请教了听课的孙老师，他说这篇课文内容比
较长，采用朗读的方法，作为听课老师的角度来看缺少观赏
性。

我也一直在反思这节课，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今天我突
然想到一训练点：

以感悟人物形象入手，抓住课文第11节魔鬼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师可以这样设计问题：魔鬼说渔夫是运气不好刚好碰到第
四个世纪把它捞起来，所以要杀了渔夫。照魔鬼这样的说法，
魔鬼应该是个言而有信的神呀？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能否
从文中找一些依据来说明。



这样应该会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激发学生阅读期待，引导
学生从课文的字里行间去寻找说明魔鬼凶恶狡猾的语句读后
感悟。然后进一步去感悟渔夫的智慧，与魔鬼形成鲜明的对
比。

这只是我教后的一点思考，还没有进一步进行实践，不知是
否可行？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渔夫的故事》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
一夜》。这是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
渔夫，到海边去捕鱼，意外地捞上了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
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
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的弱小构成了强烈的比较，但是故
事却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
的。

教学本课前，我布置学生预习了课文，所以开课后，我先请
学生带着大家认读生字词，然后默读课文把课文分为三段。
有三名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对第二和第三段的分法
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对第一段的分法却各不相同。怎样才能
把它们的思路统一齐来呢？我说：“透过你们刚才对段意的
总结，老师听出来了，你们都能紧紧围绕渔夫和魔鬼的主角
展开情节。第一部分都提到了渔夫无意中救了魔鬼，第二部
分说的是魔鬼要杀渔夫，第三部分交代了战斗的结果，渔夫
用智慧战胜了魔鬼。第二、三部分同学们的分法没有异议，
第一部分分到哪里更适宜呢？请同学们再思考一下。”同学
们集中思考起来。最后他们确定，1—3自然段写了渔夫无意
中救了魔鬼。

课文的脉络理清后，我请同学们看着板书说说文章的主要资
料。浩浩很用心地站起来，但是从他一开始的发言中，我听



出他是打算细致地复述课文，我提醒他：“听清老师的要求，
我是请你根据板书用自己的话概括主要资料。”浩浩立刻明
白了我的意思，抓住这三部分的资料用自己的语言简短地概
括了主要资料，进步很大。

我让全班学生把掌声送给了他。接下来，我请学生总结了这
种概括主要资料的方法：认真阅读课文后，了解每一部分主
要讲了什么，然后把各个部分的主要意思连起来，就抓住了
课文的主要资料。

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带着学生研读课文。透过问
题“渔夫救了魔鬼，魔鬼为什么却要杀了他呢？”让学生明
白魔鬼的狡猾、凶恶、谎话连篇。让学生看到魔鬼凶恶狡猾
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因为对所罗门心有所惧，所以一出来时
还是一副卑躬屈膝的软弱模样，等听说所罗门已死了，须臾
间，原形毕露，凶恶无比，恩将仇报，并且编了一串谎言为
自己无耻的行为找借口。学生不由得想到《狼和小羊》中的
狼，想做坏事还给自己编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狡猾之极，无
耻之极。之后我透过问题“我不明白，你们怎样评价渔夫？
因为一开始，他明明是被吓呆了，听完魔鬼的话时，只得哀
叹自己倒霉了。”让学生感受渔夫的聪明、镇定、从容。学
生根据渔夫的心理活动：“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人。
我的智慧必须能压制他的妖气。”明白渔夫此时已经镇定下
来，他清楚怕魔鬼和与魔鬼讲道理，都是徒劳的，自己能与
魔鬼较量的，不是身体，而是智慧。他想到了，只有让魔鬼
重新回到瓶子里，才能够治服它。所以下面的对话，渔夫的
语言就充满了智慧，用激将法让魔鬼相信：他不想再乞求、
辩解，准备束手待毙，使魔鬼不知不觉进入了圈套。

本课还有一个教学目标是：简要讲述课文资料。在学生理解
课文的基础上，我创设了以下情境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讲故
事：收服了魔鬼的渔夫，拖着渔网回到了家。妻子见他空手
而归，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怎样一条鱼都没打上来？”
渔夫说；“你听我慢慢讲讲海边的故事吧。”渔夫的妻子说：



“说吧，可要简短点，我还要去织渔网呢！”想想渔夫会怎
样简短地讲给妻子听？我请小班长先到台前讲给大家听。她
完全用自己的语言对课文进行了复述，并重点讲了魔鬼为什
么要杀渔夫和渔夫战胜魔鬼的部分。透过她的复述我告诉同
学们复述课文要详略得当，并把掌声送给了小班长。最后，
我出示了《东郭先生和狼》这个中国故事，以深化学生对课
文内涵的感悟，并透过资料袋了解《一千零一夜》，把学生
的目光引到超多的课外阅读中。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这学期师徒结对课，我选择了讲四年级下册的《渔夫的故
事》。试讲的时候我的课堂时间分配不均，同时师傅也给提
出了很多的建议，包括各个环节的衔接，课文重点部分的分
析等，使得这一课成功能顺利的完成。我对这一课总结如下：

自古以来童话深受孩子们喜欢，它那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语
言，总能把孩子们带入美好的情境。使其受到真、善、美的
熏陶。这一课是智慧的化身，令人深思。

首先，我让学生查找有关《一千零一夜》的资料，这样学生
就对课文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这篇课文篇幅比较长，一共
有25个自然段，所以在课前让学生充分的读课文，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读。在教学时，充分让学生读课文中难读的字词
以及四字词语。

接着，攻破第二个难点—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由于篇幅
较长，所以我对学生做了一个小提示，从起因、经过、结果
三个层次入手对课文进行简要概括。从而将课文分成三部分，
学生能够较快的找出每一部分所对应的段落。课文结构层次
就弄清楚了。

接下来的重点是通过读来感受魔鬼的形象，它外表强大、凶
恶、狡猾，但是最终渔夫战胜了魔鬼。在这样的恶势力的反



衬下，让学生深刻体会渔夫的聪明才智。最后，通过本课的
学习让学生说一说你的收获和启示。只有拥有智慧的人，才
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最后，训练了学生复述课文。课文的三部分可以分为三个小
故事，找其中自己最喜欢的复述。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如果要谈论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必须得知道什么是略读。

所谓“略读”，就是泛读，是一种不求深入精研，只求概览
大意的读书法，其基本特点是“观其大略”。而语文教材中
收入大量略读课文，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将其在精读课文中掌
握的阅读方法应用到实际的阅读之中。

在前段时间，我上了《渔夫的故事》一文，通过对教材的解
读，以及对学生平日能力的掌握，我认为这篇文章学生是完
全能够独立学习的。因此，我将教学目标定为：1、通读全文，
了解内容；2、理解渔夫的智慧；3、感悟生命的智慧。

在平日的教学，有时我们容易把略读课文上成精读课文，由
于过于注重内涵的开掘，而容易忽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这个
主要目标。可我认为，略读课文无非是三个基本任务：

一、了解“写了什么”；

二、说说“有什么感受”；

三、看看“哪些地方让自己印象深刻”。

略读课文也有“三读”：

一读知大意；二读抓重点；三读谈感受。



记得在今年5月23日的《新语文主题阅读》的专家讲座中，主
讲人刘宪华也指出，要将语文分析讲解式教学，变为简简单
单的读背式教学。少一点讲解，多一些分享。这个观点，我
是极为赞成的。可是，当我们老师打算要破除一些陈旧观点，
改变一些传统教学方法的时候，却又感觉困难重重，举步维
艰。因为，人们固守的思维模式的力量太过强大了。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六

《渔夫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渔夫，到海边
去捕鱼，意外地捞上来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子。他打开瓶
子，狡猾凶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渔夫用自我的
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这个故事告
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

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我让学生围绕导读的要求：在比自
我不知强大多少倍的魔鬼面前，渔夫是怎样做的？进行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

课文语文形象生动，异常是魔鬼的形象和魔鬼与渔夫的对话，
十分引人入胜，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阅读的进取性。在学习
中，学生都十分进取主动，小组汇报学习也是精彩迭出。有
的用主角朗读的形式，有的用表演的形式，有的就某些精彩
语句来谈感受。异常是能抓住这两句话：（1）一听所罗门早
死了，魔鬼立刻凶恶地说：“渔夫啊，准备死吧！你选择怎
样死吧，我立刻就要把你杀掉！”（2）这时候渔夫想
道：“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人。我的智慧必须能压制
他的妖气。”来体会到：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
不可战胜的。

在阅读中学生们都拥有自我的见解。整节课体现出了学生是
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理解信息，而是对
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知识的。
问题应当从孩子当中来，由学生的需求产生问题，这样的问



题指向才是学生真正愿意学，并学得有意义的资料。

上完这节课后，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了第斯多惠说的，“不好
的教师奉送真理，好的教师教人发现真理。”这句话的内涵。
为了孩子完美的明天，让我们真正树立起以学生为本，以学
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孩子，让他们经历习
得知识的过程吧。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七

《渔夫的故事》教学反思本文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
事集《一千零一夜》。这个故事是其中的经典篇目，孩子们
从小就耳熟能详。所以，理解故事内容、复述故事的教学目
标的完成比较轻松。本文教学重点是感悟故事人物形象，体
会故事揭示的道理。

教学时，我摒弃了繁琐的问题分析，通过前后对比，朗读、
表演课本剧等形式模仿渔夫的言行举止的变化，让学生感悟
魔鬼的凶残和无耻以及渔夫的机制勇敢。这种形式轻松活泼，
为学生喜爱，但是也很容易使课堂气氛过于活跃而不好控制。
果然，在学生表演过程中，赵俊豪、刘有航等人，过于夸张
的表现令课堂一度失控，孩子们笑成一团，两个人的表演也
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我不得不拉下脸来制止他们。怎样才能
把孩子们的'情绪拉回到文本中来呢？等课堂稍微安静下来，
我问同学们，他俩演得好吗，符合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特点吗？
这时，大家才开始思考人物形象与表演的贴合上来。于是，
大家给两位演员指出了不足，如渔夫机智勇敢，他应该沉着
冷静、临危不惧，而不能是嘻嘻哈哈的语气和态度。大家的
思绪都回到故事中，再叫两位同学表演时，课堂就变得很有
秩序了。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八

一节课下来，我真为孩子们的思维感到惊讶，孩子们突破了



我以往的教学思维方式，提出有趣的问题，这是我预料之外
的，由此我想，面对不同的学生，我的思维方式是否太单一，
没有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我深深体会到，学生才是
学习的主人，把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学生，是对他们最好的
奖赏；也是在点点滴滴教学活动中，体现对学生独特感受尊
重的方式。

在这节课中，我没有因为怕学生打乱了我的思路而终止他们
的谈话，而是故意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来满足他们的`
表现欲，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自我教育的过程。可以
说，这是一次始料不及的成功体验。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九

《渔夫的故事》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
一夜》。这是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
渔夫，到海边去捕鱼，意外地捞上了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
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
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故
事却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
的。

接着我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带着学生研读课文。通过问
题“渔夫救了魔鬼，魔鬼为什么却要杀了他呢？”让学生知
道魔鬼的狡猾、凶恶、谎话连篇，让学生看到魔鬼凶恶狡猾
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并联系到《农夫和蛇》《狼和小羊》
《东郭先生和狼》等故事。然后我以同学们刚才所填的“（）
的渔夫”的词引入对渔夫的评价深入体会：智慧可以战胜一
切。

总结文章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时，我抓住描写渔夫的心理活动
的那句话来分析，“这时渔夫想道：“他是个魔鬼，我是个
堂堂的人，我的智慧一定能压住他的妖气。”让学生讨论对



这句话的理解，从而悟出本文的深刻哲理。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教学反思中班篇十

《渔夫的故事》选自古代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
一夜》。这是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故事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
渔夫，到海边去捕鱼，意外地捞上了所罗门王封锁魔鬼的瓶
子。他打开瓶子，狡猾凶恶的魔鬼钻了出来，想要杀死他。
渔夫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魔鬼，使魔鬼重新被封锁在瓶子里。
故事中魔鬼的强大和渔夫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故
事却告诉人们：拥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
的。

教学本课前，我布置学生预习了课文，所以开课后，我先请
学生带着大家认读生字词，然后默读课文把课文分为三段。
有三名同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对第二和第三段的分法
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对第一段的分法却各不相同。怎么才能
把它们的思路统一起来呢？我说：“通过你们刚才对段意的
总结，老师听出来了，你们都能紧紧围绕渔夫和魔鬼的角色
展开情节。第一部分都提到了渔夫无意中救了魔鬼，第二部
分说的是魔鬼要杀渔夫，第三部分交代了战斗的结果，渔夫
用智慧战胜了魔鬼。第二、三部分同学们的分法没有异议，
第一部分分到哪里更合适呢？请同学们再思考一下。”同学
们集中思考起来。最后他们确定，1―3自然段写了渔夫无意
中救了魔鬼。

课文的脉络理清后，我请同学们看着板书说说文章的主要内
容。浩浩很积极地站起来，但是从他一开始的发言中，我听
出他是打算细致地复述课文，我提醒他：“听清老师的要求，
我是请你根据板书用自己的话概括主要内容。”浩浩马上明
白了我的意思，抓住这三部分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简短地概
括了主要内容，进步很大。我让全班学生把掌声送给了他。
接下来，我请学生总结了这种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认真阅
读课文后，了解每一部分主要讲了什么，然后把各个部分的



主要意思连起来，就抓住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