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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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搭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一

文章以“搭船的鸟”为题，“搭”是“乘、坐”的意
思，“搭船”即“顺便乘坐船”。一个“搭”字使鸟儿具有
了灵性，体现了鸟和人在自然中的和谐。我也正是抓住了这
个字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理解“搭”字在课题中的`含义，
感受题目所蕴含的深意。在这里我喊了两位学生回答“搭”
意思，他们也都说出是“顺便乘、坐”的意思，但是后面
从“这个题目你感受到了什么？”孩子们回答的都是“这是
只可爱、聪明的小鸟”。因为不是我要的答案，所以我没有
说什么就让孩子坐下了。在这里我应该进行适当的评价，把
问题留给学生，让他们学完课文后自己判断。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围绕“细致观察”进行学习。
先初步感知“作者对那些事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第一自
然段中作者留心观察了旅途中的环境，第二、四自然段作者
观察了翠鸟的外形以及翠鸟捕鱼时的动作。

接下来重点教学第二、四自然段，学习作者观察的方法，感
受作者观察的细致入微。在学习翠鸟的“外形”时，首先学
生带着“翠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的问题自读思考。我叫
了几个学生来谈，其实应该学生小组内交流讨论，让每个学
生都切实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让学习真正发生。小组内交流
讨论后再由小组代表汇报。今后的教学中要做到真正关注学



生学习。我进行小结后引导学生边读第二自然段边想象画面，
并出示翠鸟图片进行观察，说一说翠鸟的样子，感受翠鸟外
貌的美丽，体会“我”观察的细致。学习作者从整体到部分
并把每一部分观察得清清楚楚的方法。然后，出示鹦鹉图片
说一说样子，给予孩子扶手进行写一写。这个地方因为太害
怕孩子们写不出来，给与的提示过多，反而限制了孩子们思
维。今后应该放手给学生，把更多的学习空间、学习时间给
学生。

本节课重点学习了观察翠鸟的外形，在学习翠鸟捕鱼时的动
作时，进行了简单处理，聚焦动词，观看翠鸟捕鱼视频。继
而引导学生体会观察事物不仅仅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
要用心去感受。

一、让学生读课题后提出自己的疑惑，明确想学的内容，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二、通过抓重点词语，词语的替换，丰富学生的词汇量，体
会作者用词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三、提出问题要全班讨论，让学习真正发生。

四、课堂上要多读书，多有感情地朗读和精心的默读。对学
生的评价方面还需要下功夫，力求让自己的教学更上新台阶。

搭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二

《搭船的鸟》是一篇内容浅显而富有童趣的文章，作者以儿
童的口吻和视角，来写自己观察到的自然中的景象。文章语
言虽然简洁，读起来却耐人寻味，不仅介绍了翠鸟的美丽，
而且生动刻画了翠鸟捕鱼时动作的敏捷、灵动。反思一下，
我觉得这节课有以下两点是做得较好的：

本篇课文是习作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这个单元的教学有两个



学习要求：一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二是
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而这篇精读课文意在引导学
生体会作者观察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观察，为接下来的习作
打好基础。为实现这个教学目标，我采取了以下环节：

1、整体感知，了解内容。先从整体入手，了解作者观察到了
哪些事物；

2、聚焦外形，习得方法。整堂课，以第二自然段的外形描写
为主，通过抓关键颜色词语，引导学生明确作者在观察时抓
住了外形中最有特点的颜色。而后，通过交换语句，联系图
片，进一步理解作者从整体到部分的观察顺序。最后拓展
《翠鸟》片段内容作为练习，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有顺
序地观察。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步步紧扣，为学生搭建语言
支架，理解作者是怎样细致地观察并将观察所得写下来。在
教学时，发现学生对于作者使用的观察方法理解较好，也能
使用到课外的学习中，学生在课堂上一课一得，参与性较高。

“翠”字是本课教学中要掌握的一个生字，学生要正确书写
理解。在指导书写时先让学生通过字源认识“翠”，而后对
比理解“翠”字。在理解“翠”原义基础之上，扩展为生活
中见到的与“翠”相关的事物，将课内与课外进行迁移整合。

但回顾整节课，预设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忽视对学生的生成
性指导，当学生提到“鹦鹉”这个词语也能让他感受到美丽
时，急于下定论，而没有静下心听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更明确以后在备课的时候不只要备教材，
还应该备学生，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还需要下功夫，力求让
自己的教学更上新台阶。

搭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三

《搭船的鸟》是一篇内容浅显而富有童趣的文章，作者以儿



童的口吻和视角，来写自己观察到的自然中的景象。文章语
言虽然简洁，读起来却耐人寻味，不仅介绍了翠鸟的美丽，
而且生动刻画了翠鸟捕鱼时动作的敏捷、灵动。反思一下，
我觉得这节课有以下两点是做得较好的：

一、目标明确，方法有效

本篇课文是习作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这个单元的教学有两个
学习要求：一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二是
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而这篇精读课文意在引导学
生体会作者观察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观察，为接下来的习作
打好基础。为实现这个教学目标，我采取了以下环节：一，
整体感知，了解内容。先从整体入手，了解作者观察到了哪
些事物；二，聚焦外形，习得方法。整堂课，以第二自然段
的外形描写为主，通过抓关键颜色词语，引导学生明确作者
在观察时抓住了外形中最有特点的颜色。而后，通过交换语
句，联系图片，进一步理解作者从整体到部分的观察顺序。
最后拓展《翠鸟》片段内容作为练习，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什
么是有顺序地观察。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步步紧扣，为学生
搭建语言支架，理解作者是怎样细致地观察并将观察所得写
下来。在教学时，发现学生对于作者使用的观察方法理解较
好，也能使用到课外的学习中，学生在课堂上一课一得，参
与性较高。

二、联系字源，理解字义

“翠”字是本课教学中要掌握的一个生字，学生要正确书写
理解。在指导书写时先让学生通过字源认识“翠”，而后对
比理解“翠”字。在理解“翠”原义基础之上，扩展为生活
中见到的与“翠”相关的事物，将课内与课外进行迁移整合。

但回顾整节课，预设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忽视对学生的生成
性指导，当学生提到“鹦鹉”这个词语也能让他感受到美丽
时，急于下定论，而没有静下心听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



搭船的鸟教学反思篇四

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课文是理解课文内
容的重要方法。在讲《搭船的鸟》这一课时，对生词的理解
我运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由于我们生活在离河、海拔远的地方，很多孩子对船比较陌
生，没有亲眼见过船，对船舱、船篷、蓑衣橹不理解，我就
通过看图，指着图说明船各部分的名字。

上述几个生词除了看图之外，我也借助了上下文帮孩子们理
解，如：“我们坐在船舱里”通过“我们坐在”学生知道在
图中找“我们”坐的地方是船舱。“雨点打在船篷上”通过
雨点打在，说明船篷是遮在我们头上的顶，从图中很快找到
船篷，“蓑衣”“橹”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第四自然段中的“衔”和“吞”，我就是让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来理解的。有的孩子见叼着的样子，并用表演来说
明。“吞”字，有的学生举例为嚼就咽下去。

当然对词语的理解方法还有很多，如：换词，查字典等，我
们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方法。

在学习第10课《搭船的鸟》时，我和孩子们重点来学习了有
关翠鸟的样子和捕鱼的段落。我们都意犹未尽，反思一下我
觉得这节课有几点是比较成功的：

1、学生课前搜集资料，锻炼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

学生课前预习课文，对课文有了一些了解，在家长的帮助下，
通过查找相关、了解知识，这样可以加深孩子们对课文的`理
解。长此以往来培养孩子们对不熟悉的知识的查找习惯。在
此，也希望家长朋友陪同孩子走好这段不熟悉的查找之路。
（在家读熟，课上才能很好地介绍给同学们。）



2、通过看图，（重点词语）帮助理解、背诵

通过看图片，大部分孩子们能用自己的话，说出翠鸟的样子：
红色的长嘴，翠绿的羽毛，翅膀带有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
亮。在此基础之上，指导孩子记忆背诵，效果不错。同时，
也帮助孩子们理解着去记忆翠鸟的外貌特点，长久效果大大
高于死记硬背。通过动词（飞、冲、吞），使孩子们理解翠
鸟捕鱼之敏捷。

3、开动脑筋，发表看法

当你看到这样一只动作敏捷的捕鱼小鸟时，你会对它说些什
么呢？好些孩子说出：翠鸟，你真了不起！也有孩子（白子
阳）希望自己能和翠鸟一起去捕鱼吃。我班幽默大王兼马虎
大王（春阳）说："老师，我想提醒翠鸟吃鱼时，别让鱼刺扎
着了。”

但这节课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学完课文后，应结合综合
训练三中的学做资料卡片，让学生从课文中提取整理信息制
作资料卡。

搭船的鸟教学反思篇五

《搭船的鸟》是一篇精读课文。作者用浅近、朴素而又清新
的语言，写了我和母亲坐船到乡下，看到一只美丽的翠鸟在
船上捕鱼的情景，教育学生在大自然中要有一双会观察的眼
睛，要有一颗爱大自然的心灵，要有一份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本节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一些效果：

1、对比朗读，感悟翠鸟动作之敏捷。

三年级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体会动词的精妙，其中一个好方
法就是比较法。在学习翠鸟捕鱼这段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感



受到翠鸟捕鱼时动作的敏捷、灵动。我先让学生找出翠鸟捕
鱼时的动态：“一下子冲进水里”“没一会儿，它又飞出来
了，衔着”“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然后课件展示翠鸟捕
鱼时的动作，最后又找了几名同学扮成翠鸟做捕鱼的动作，
一次又一次的朗读，其中“一下子”“没一会”表现了翠鸟
飞行速度之快。像这样表示时间短的词语还有，如：“马
上”“突然”“立刻”等，丰富了学生的词汇。这样，学生
就能走进了文本，与文本就有了近距离的对话！

2、联系生活理解词语

三年级的语文教学中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课文是理解课文内容
的重要方法。如第四自然段中的“衔”和“吞”，我就是让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理解的。上课时，我让学生上台表演这
几个动词，同时出示图片，引发学生回忆：小燕子衔着泥筑
巢；小弟弟生病吞药片；同时翠鸟能够“衔”着鱼，体现了
翠鸟捕鱼的技术很高。通过联系实际理解词语，让学生理解
了作者用词的巧妙。

回顾整堂课文，我认为比较成功的一处是：读写训练落到实
处。

读写结合是教学中必须注意的，三年级孩子已经开始习作了，
教师要抓住一切机会，训练学生的习作。在课文第二自然段
主要写翠鸟美丽的外形。是属于静态描写；而第四自然段主
要写翠鸟捕鱼那敏捷的动作，是动态描写，这样动静结合，
就把翠鸟写活了，犹如身临其境。教学到此，我话锋一转，
这样的方法我们也会，同学们试着运用这个方法，写一写你
熟悉的动物。这样读写结合，学生习作就不会感到困难了。

回顾课堂，也有不足之处。在教学中，由于学生的知识缺乏，
对于“橹、船蓬、蓑衣”这些词语的理解不到位，我在备课
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预设，在教学时，学生提出来后，也
没有及时通过多媒体给学生看图片，给予直观的了解。



上完课，我觉得在今后教学中，可以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抓住课文第二自然段中的总分关系，对学生进行总分习作训
练，总分关系是学生习作中经常会用到，教学中要用小组长
和组员的关系，来说明总写和分写的关系，并要求练习。

《搭船的鸟》是部编版三年级第五单元的课文，本单元的学
习目标有两点：一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二
是通过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那么，在《搭船的鸟》
第二课时的教学设计中，我围绕本单元目标，通过抓住翠鸟的
“外形美”、“动作快”这两点展开学习，通过朗读教学与
小练笔延伸，在朗读中体会翠鸟的“外形美”，捕鱼“动作
快”，加以让学生懂得细心观察，多留意身边的美好事物。
最后通过小练笔巩固渗透写法。那么，一整节课下来，我既
有完成了公开课任务的欣喜，也有许多遗憾之处，以下是我
的教学反思。

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方面有：

1、整个教学流程的总体思路比较清晰，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
学习。

2、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导入视频，然后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翠鸟
捕鱼的“动作快”，把学生自然地带入到文本中，再去朗读
文段。

不足之处：

1、前期准备教案过程中，“备学生”这个环节相对不足，学
生回答问题的语言和小组讨论环节有待规范，以后的课堂教
学中要加以重视与指导。

2、在教学过程中，语言不够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比较生硬，
有时候抛出去了一个问题，学生会有点蒙，课堂调控能力有



待加强。

3、课堂时长安排前松后紧，小练笔那个环节时间不足，如果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先准备好相关的检测单，观看完视频直
接在检测单上进行练笔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