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儿教学反思(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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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雪儿教学反思篇一

语言文字是人的思想认识、道德情感、价值观、人生观等生
命意义的一种载体，因此可以说，文本并非仅是一种物化的
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生命体。文本的这种极具隐
蔽性的生命意义，只有用感性的方式才能显现出来，而且也
只有当阅读主体对文本的这种生命意义有所觉悟、有所触动
时，文本的生命意义才会真正生存。在我们的阅读课堂中，
就是采用感性的方式让学生和文本进行生命的对话，用文本
的意义提升学生的生命。

在教学《雪儿》一课读悟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这段话写的
是“我”为雪儿伤愈后重新飞回蓝天而欢呼。教学由学生听
教师朗诵开始，接着让学生在跃跃欲试中配上动作自由诵读，
这就使学生带着阅读期待，以个性化的方式走进文本，还原
语言的形象，感受语言的情感。然后引导学生在读中质疑，
缘疑再读，最后补白省略，使学生在“读”这一感性的学习
方式中，在表达阅读感受中，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
中，理解教材、感悟教材。

不仅深切体验到“我”的喜悦之情，而且从中觉悟到善待生
命的感觉竟是如此的美妙！从而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提升自
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



雪儿教学反思篇二

我觉得课文中“我”对雪儿的爱显而易见，但要真正走进人
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我”对自由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光靠
课文中的语言是难以企及的。我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
选择了这样一句话，作为想象的基点，“从此，我天天和雪
儿一起到阳台上去看蓝天，去看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
云……”引导学生想象，我们看到蓝天时心里又会想什么呢？
外面的.天是那么蓝，我们却只能待在家里，多么希望能到外
面去玩呀……通过一次次的想象，一次次的读文，雪儿
和“我”对自由的那份向往之情便呼之欲出了。在有所悟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感情朗读。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抓住“给
它洗了澡”、“在它伤口上敷了药”、“和雪儿一起……去
看蓝天，去看蓝天上飘飘悠悠的白云”等到词语，读
懂“我”对雪儿的关切、怜爱之情，特别是通过“啊！我为
雪儿欢呼！你看它那双翅膀被春风高高地托起，在蓝天中划
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我把雪儿轻轻捧起”等词语，悟出
“我”对雪儿的喜爱以及为它重返蓝天而快乐的心情。学生
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使自己的情感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

雪儿教学反思篇三

一学生说：“这是一只美丽的鸽子，它浑身雪白雪白的。”

一学生说：“这是一只可怜的鸽子，他的.翅膀受了伤，身子
很脏，眼睛里充满了哀伤。”

一学生说：“这是一只信鸽，可以为人们传递信息。”

一学生说：“这是一只勇敢的鸽子，他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能飞越千山万水，忠实地为人们传递信息。”

阅读大王小王比较聪明，总会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答案，她
说：“这是一只幸运的鸽子，受伤后被爸爸捡到了，最后我



和爸爸一起帮他治好了伤。”

感想：一直认为自己班上学生不爱发言，可今天的课堂却给
了我深思，更是让我看到了希望，要充分相信学生的潜能。
作为教师，提的问题一定是要有效的，可以引起学生思考的，
这样才能让他们品尝到阅读的乐趣。我想只有让学生读出自
己与众不同的感受，才算真正读懂文章。

雪儿教学反思篇四

《雪儿》这篇课文讲述了“我”为受伤的雪儿疗伤并精心照
料它，直到它痊愈后飞上蓝天的事。表现了“我”对鸟类的
爱护，流露了“我”对自由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本文内容感
人，情感真挚，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美好的感情。教完
本课，感觉以下几方面教学效果较为满意。

一、创设情境

在一开始的教学中，我先引读第一小节：我的腿跌伤
了，……明媚的春光。接着创设了一个语言情境来调动学生
的生活体验：“如果是你一个人受伤在家，而且不是一天两
天，你此时的心情如何？”引导他们走入了情境，感受到主
人公的孤独寂寞，从而带着自己的亲身体验朗读第一小节。
我又问：“你要是看到受伤的鸟儿，你会怎么做？”激起学
生对小动物的关爱之心，充分调起学生的情感，为下文理
解“我”舍不得雪儿但又必须放它走的情感作铺垫。

二、启发想象

语文学科注重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虽然课文中“我”对
雪儿的爱显而易见，但要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
受“我”对自由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光靠课文中的语言是难
以参透的。我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选择了这样一句话
作为想象的切入点，“从此，我天天和雪儿一起到阳台上去



看蓝天，去看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引导学生想象，
我们看到蓝天时心里又会想什么呢？外面的天是那么蓝，我
们却只能待在家里，多么希望能到外面去玩呀……通过一次
次的想象，一次次的读文，雪儿和“我”对自由的那份向往
之情便越发期盼了。在有所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情朗读。
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抓住“给它洗了澡”、“在它伤口上敷
了药”、“和雪儿一起……去看蓝天，去看蓝天上飘飘悠悠
的白云”等到词语，读懂“我”对雪儿的关切、怜爱之情，
特别是通过“啊！我为雪儿欢呼！你看它那双翅膀被春风高
高地托起，在蓝天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我把雪儿
轻轻捧起”等词语，悟出“我”对雪儿的喜爱以及为它重返
蓝天而快乐的心情。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使自己的情
感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

三、读写结合

本课中，雪儿与“我”告别的场面就是语言训练的一个点。
雪儿虽然只是一只鸽子，但它也有灵性，与作者朝夕相处这
么多天，如今就要飞回蓝天，它一定有许多的话想与作者吐
露。学生一开始不知从何说起，我适时地启发他们再去读读
课文的二、三自然段，有些学生马上心领神会，道出了雪儿
的心声，有对小作者多日来悉心照料的感谢，有立志为人类
服务的伟大抱负，有对自己能重返蓝天的欣喜。学生思维的
匣子被打开了，他们回忆起自己的生活，更能体会这种人鸟
之情。

当然，本课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比如：如何
有效地指导学生朗读；如何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发挥想象；
如何引导学生有兴趣地主动学习，让学生敢说、愿意说。这
都是今后教学中需要着重努力的方向。在今后教学中，我会
针对学生的不足，加强朗读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理解能力和独立学习能力。

《雪儿》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课文讲述了“我”为受伤



的雪儿疗伤并精心照料它，直到让它飞上蓝天的故事，表现了
“我”爱鸟的美好心灵，也流露了“我”对自由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心情。

一、以图引读

上课伊始，我从“雪儿”的名字人手，出示图片，“同学们，
这就是雪儿，你们喜欢雪儿吗?为什么?”学生通过读书，有
的使用书上描写雪儿外形的语言。有的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了对雪儿的喜爱之情。“可是当小女孩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它却没有现在这么神气、漂亮”，接着出示一幅受伤的白鸽
图，两种图像的反差，引领着学生深入文章的文字内涵。原
本美好的事物却有了悲痛的经历，激发学生的童心，面对这
样可怜可爱的白鸽，他们情不自禁地会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文
本的阅读之中，并在阅读中品味出小女孩和他爸爸的爱心。

在阅读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的两句话：“我多么
向往外面那明媚的春光啊!”，“从此，我天天和雪儿一起到
阳台上去看蓝天，去看蓝天上那飘飘悠悠的白云……”让学
生通过想像，在脑海中展现出蓝天、白云的美好景象，体会
作者写这两句话的用意。“我”和雪儿都受了伤，一个行动
不便，一只不能展翅飞翔，只能通过这一小片蓝天白云去想
像外面美好的风光，同病相怜的心情使他们之间的感情得到
升华。

图文的结合，让学生产生了阅读的兴趣，激发了他们的情感，
从而为雪儿的放飞奠定了感情基调。（其实，自己并不太喜
欢这个导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思路是什么呢？了解作者的
写作意图和写作思路，对我们的教学会有帮助的。一上来主
角就登场,少了点隆重的气氛,点轻了雪儿的作用）

二、以悟解读

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抓住爸爸说的“不怕任何艰难险



阻”“飞越千山万水”“忠实传递信息”“蓝天信使”等关
键词，再结合课外知识，如信鸽如何辨别飞行方向，如何在
飞行途中应对意外等，去体会信鸽的勇敢、机智、坚毅的品
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小女孩坚定了要将“雪儿”放飞的决
心，要让它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当“雪儿”飞起来之
后，抓住“啊”“欢呼”“高高地托起”“美丽的弧线”等
词语，通过大声的朗读来感悟作者当时的喜悦心情，仿佛自
己也随着雪儿飞向蓝天。(这个体会好,光靠爸爸说是不能让
人信服的,只有让孩子知道信鸽的本事,他们才能够从心底里
敬佩雪儿)

三、以词品读

整合全文，可以紧扣一个词“蓝天”来品味小女孩、“雪
儿”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由“蓝天才是你施展本领的地
方”为切入口，让学生去品味蓝天的意义。对于受伤的小女
孩来说，蓝天是她的向往，对于受伤的雪儿来说，蓝天更是
它的渴望，雪儿回归蓝天，雪儿得到了自由，人与自然也就
达到了和谐。解读到此，这篇文章的整个感情就融入学生的
心灵。

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在于语感的培养，在于学生对语言的
感悟。语言的感悟需要通过对文本的理解，特别是对字词句
段的思考、品味来实现的。而有感情的朗读就是让学生在与
文本的对话中借助语言的感染力来思考品味的，从而内化了
文本的语言文字，因而阅读是学习语文的最重要手段。

《雪儿》教学反思

简简单单学语文，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这是我们三年
级上学期一直追求的目标。为此，张志军主任还特为大家上
了一节研讨课，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我想综合大家的建议，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在
本学期的课堂教学中继续进行尝试。今天我上了《雪儿》这



篇课文，设计教学过程简单，孩子们参与率高，课堂上说得
好，读得多，感觉很不错。

《雪儿》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讲述了“我”为受伤的雪
儿疗伤并精心照料它，直到它能飞上蓝天的事，表现
了“我”对鸟类的爱护，也流露了“我”对自由生活的热爱
与向往。整篇课文内容对孩子来说不是很难，但是体会小作
者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和了解“信鸽”有一定难度。
整个教学过程我是这样设计的：一、课前预习，认识生字词，
读熟课文，不懂的地方做记号，并查找有关资料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的留课堂交流。二、第一课时，重点解决：1、生字
词会读会写；2、课文读正确、流利，一段一段指名读。3、
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你觉得文中的作者是一个怎样的
孩子？三、第二课时重点围绕“从课文哪些地方看出小作者
喜爱雪儿？”这个问题开展学习，让学生充分读课文找出有
关句子，引导孩子品词析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并能有
感情的朗读。

读书时，我看到每个孩子都在认真的读书，并用笔在书上不
停地画一画、写一写。交流的时候，孩子们非常积极，都能
找到课文的的一些重点句子并说出理由，在老师的引导下有
感情地朗读，读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特别让我高兴
地是，有一个成绩较差，平时顽皮，课堂很少举手的小男孩
举手说，“我把雪儿轻轻捧起……从这一句也能看出小作者
喜欢雪儿。因为小作者轻轻地捧着雪儿，‘轻轻’说明他很
喜欢雪儿，害怕碰伤了他。”虽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从
这个孩子嘴里说出来，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整过教学过程，
孩子们都非常投入。

在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还交流了有关“信鸽”的知识，说
实话，孩子知道的比我多多了，有一个孩子直接不要看材料，
站起来就说，介绍很详细，让我觉得很高兴，同时也很惭愧，
我得像孩子学习。



雪儿教学反思篇五

《雪儿》这个课题很有意思，于是我就让孩子们猜猜雪儿是
什么？有同学猜是小姑娘的名字，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虽是
如此，但已经引起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了。

这篇课文是以小作者和白鸽的相伴到离别为线索的，而我们
班的同学以“爱”为线索，能从爸爸和我的行为中，觉得他
们非常有爱心，很善良。我问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有同学说
爸爸看见了就把它捡回来，还帮它洗澡，疗伤，很有爱心，
还有同学说爸爸和我没有把雪儿关进笼子里，更能说明我和
爸爸都很有爱心。有同学说作者盼望着雪儿快些好起来，看
到它能展翅飞翔而为它欢呼中能感受到。我本想这样的回答
已经可以了，但有一个同学高高举起小说，当雪儿伤好时，
我轻轻捧起雪儿，让雪儿飞回大自然的那一瞬间，也让我深
深地感受到了作者对雪儿的爱，正因为爱它，才会放了它。
是啊，虽然作者是恋恋不舍的，多么希望把它留在身边，但
是他还是把雪儿放回了大自然，难道这不是一种爱吗？正如
有一首小诗中所说的“爱是给予，爱是人类的春天，爱是生
灵的乐园，你爱着世界，世界也爱着你！”动物都是有灵性
的，你看，雪儿又飞回阳台，来感谢小作者呢！这里我设计的
“雪儿又飞回阳台，转着圈儿咕咕直叫好像在说——”同学
们就围绕着爱进行讨论了，效果不错。在孩子们的心中自然
而然就形成了爱身边的动物的意识。本课又达成了另一个教
学目标。其实，课堂生成的资源是很有价值的，我们都应及
时去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