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鸟语教学反思 鸟岛教学反思(通用8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鸟语教学反思篇一

讲完这节课我觉得很遗憾，我没有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还
有许多不足。课后我对这些不足进行了分析。

1、教学任务没有完成。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语句重复。一个问题总是重复的问了多遍，无形中延长了教
学中各个环节的时间；第二，临场应变能力还需提高。当下
课铃声响，我的可没能将完，为了不拖堂我匆匆的就结了尾，
结束的过于草率，说明我的临场应变能力还不够。第三，我
在课前备学生还备得不够，没有充分估计到学生可能出现的
问题。

2、提问方式过于单调。在准备这节课时，我前后修改了四次
教案，自己认为对教材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入的。然而，自己
理解教材并不是最终目的，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通过
教师的引导使学生掌握这些知识，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所
以，设计好问题非常重要，既要有启发性，有引导性，又不
能给学生过多的暗示。同时，还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尽量使
形式丰富一些，激发学生兴趣。而我在具体分析文中语句时，
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这
样的提问方式过于单调了，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放得不够。在课堂上，应该让学生说的更多，很多问题要
让他们自己去说。而我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己说的不够多。
比如在学习第二自然段时，其中具体分析语句中怎样表现鸟



多，写了鸟的什么多时，我一直带着学生分析，其实完全可
以我带着分析第一句，后面几句充分地放，让学生自己分析
体会。

4、失误的的地方。刚上课时，由于紧张，竟然忘记了打开多
媒体设备，自己还毫不知情，幸亏有听课教师的及时提醒。
个别的ppt背景跟文章的内容没有关系，存在不合理之处。

面对自己在教学方面上存在的问题，我会用心向组里老师学
习、请教，并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努力改进，扎扎实实地上
好每一节课，积累经验、锻炼能力，使自己的业务水平逐步
提高！

鸟语教学反思篇二

生：我看到了好多好多鸟窝，密密麻麻的，一个挨着一个。

生：我看到树上、地上到处都是鸟蛋。

生：鸟窝里有很多鸟蛋，窝外的地上也有许多鸟蛋。

生：鸟窝里有幼鸟，它们还不会飞。

生：好！（小部分）

生：不行！不行！（稍停一会儿，大部分学生醒悟过来，发
表意见）

师：为什么？

生：鸟妈妈找不到小鸟，会着急的！

生：小鸟离开了妈妈，它会哭的，多可怜啊！



生：鸟蛋里也有小鸟啊！

生：虽然小鸟不会说话，但是它和我们一样，也是有生命的
呀！

生：我们应该爱护鸟类，因为鸟是人类的朋友。

师：小朋友说得真好。看来，大家都是爱鸟护鸟的小卫士。

课堂是素质教学的主阵地。我们的教书除了教给知识还需要
育人。《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不应把它当作外在的附加的任
务。”因而，在阅读教学中，应抓住教育契机，对学生进行
思想道德教学。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并没有作苍白空洞
的说教，而是故意误导，引起学生的辩论，引起对爱鸟护鸟
的思考。这样组织教学，揭示出语文教学中“文道结合”教
学规律的重要性。不足之处是由于时间关系，思想教育仍停
留在较浅的层次，应该请学生说说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真正做
到爱鸟护鸟，相信效果会更好。

鸟语教学反思篇三

看了邓老师公的课，我真的被鸟岛上秀丽的风光，翔集的鸟
类吸引住了，仿佛自己就身处课堂，与学生一起读书，，一
起赏析，一起感悟……虽然本课也不尽完美，但它多少会给
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我想就以下几
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邓老师能在上课伊始，播放鸟岛的有关图片，老师带着
学生一起走进鸟岛，并徐徐展开画卷，以图片作为导入新课
的凭借，可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驰骋丰富的想象，引领
学生多种感官协同活动，全身心投入本课的学习。



理解“陆续、密密麻麻”，也是学生学习课文的一个难点，
而邓老师巧妙地运用课件，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欣赏鸟岛的
同时，又对学习内容进行了渗透理解，先大体感受了“陆续、
密密麻麻”这样，提高了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同时学得轻
松、主动、愉快，体现了主动学习的快乐。

邓老师还通过课件播放课文有关图片，让学生看到闻名中外
的青海湖鸟岛春夏两季的景象和鸟类活动的情形，插图中的
静态的、呆板的景物都变成了动态的、活泼的生活画面，学
生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整体感知词语，在色彩、形象、声音中
整体感知语言，在思索、探究中理解语言。

设置疑问，开发思维，创设活跃的思维环境，引导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精心设计既有启发性，
又能激起学生探讨兴趣的系列问题，不仅可以调动学生思维
的积极性，训练培养学生的多种思维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
欲望，而且会在师生连续的问答中引导思路，教学生自己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觉得邓老师这节课有一个小小的不足就是在学生写字时没
有强调学生的写字姿势。

鸟语教学反思篇四

1933年，巴金到新会访友路过此处——广东省新会市南部马
村天河的一座小岛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鸟的天堂》由此
而美名传扬。“鸟的天堂”指的是一株500多年树齡的古榕树。
榕树的树冠大得出奇，笼罩着18设亩左右的河面，独树成林。
游客只能乘小艇从近处看，枝藤交错，犹如一座森林，从远
处看，就成了浮在水面的绿洲，景色奇特迷人。大树上栖息
着成千上万只各种各样的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鹤和灰
麻鹤。

这么美的文章，“读”就是破文的途径，巴金深情地向人们



展示了自然界的美好，在教学时，我注重了激发学生主动探
穵学习的意识，让他们说自己所知，诉自己所悟。第一节课，
我没有运用其他教学手段，直接领读了三遍。学生读书的兴
致很高，学生通过读被大榕树的美丽所感染，被众鸟纷飞的
热闹场面所吸引，学习效果较为理想，简单朴实的语文教学
方式“不同形式的读”使课堂成了真正的语文课堂 ——读书
的课堂。通过朗朗的读书声，课堂活了，学生思维活了，学
习的知识也自然活了，学生在“读”中获得知识，这种知识
是扎实的，因为本文本身就用语平实，读来优美动人，从学
生作业上看，还是不错的。

在教学中，本人也着重在阅读、写作方法等方面作了些伏笔。

一、走进文本背景与主题

“天堂”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魂居住的极乐世界，常用来比
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鸟的天堂”文中指大榕树。我国
南方的大榕树适合于鸟儿生活，称得上是鸟儿的“乐园”。
本文记叙了著名作家巴金和朋友两次经过“鸟的天堂”时所
见到的景色。吸引激发孩子们将目光投向鸟的天堂，一起欣
赏美丽的南国风光，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力，也生动地描写了
傍晚静态的大榕树和早晨群鸟活动的场景，表达了作者对大
自然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朗吉弩斯说：“美的文词就是思想的光辉。”带着这种思想
去感悟心语。如“一棵榕树一片林，鸟在林中当主
人。”“走进鸟的天堂，那美丽迷人的南国风光扑面而来，
满眼蓬勃的绿意，生机无限;满树欢乐的鸟儿，纵情歌唱。”
这树与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令人怦然心动。愿我们所有
的人都能将这份美好珍藏在心底，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热
爱生命，珍惜生命。

二、提炼写法，阅读妙笔



本文抓住了“点面结合描写景物的方法”“点面结合的.描写
是写景文章的常用方法。”本文作者就能巧妙地运用这一方
法。如，作者在描写群鸟活动的场景时，运用了两个“到
处”和三个“有的”对群鸟活动的情景进行了总体的描述，
让读者有一个整体感受，这就是对“面”的描写。在此基础
上，作者重点描写了一只画眉鸟，把它的姿态与叫声刻画得
生动逼真，这就是对“点”的描写。那么，怎样才能在写景
时做到点面结合呢?如：写柳树，首先对柳树在四季的变化上
都有不同美的感觉。春天的柳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
风似剪刀”夏天的柳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这可以说，是对柳树总体的描述，也就是“面”的
描写，这样的例子学生已掌握了不少“美丽的校园”“秋天
的田野”“家乡的小河……”

要能掌握这点，那就必须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对景物的总
体进行描写，然后抓住代表性的景物进行细致刻画。这样，
笔下的景物才能既有整体感，又有细腻、生动。如：描写秋
天的果园，首先要将果园在秋季里硕果累累，香气四溢，色
彩浓郁的景色加以概括描绘，给人一种整体感受，然后抓住
重点进行细致描写，这样就做到了点与面的有机结合。

三、在语言中读作者

任何一篇文章在读的时候都应该不放一难，鼓励学生在阅读
文章时，一般要抓住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小学生常常又抓不
住，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学生阅读能力欠缺，主要是作者思想
感情不是直白地写在纸上，而是包含在具体的语言文字当中。
比如，“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
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一句不仅仅是在
写叶子的翠绿，明亮，更蕴含着对绿叶伟大生命力的赞美之
情。再如“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
巢，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在读该句时，不但要读出农民
对鸟的保护，还要体会到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美，
因此，在读文章时，一定要透过语言文字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四、综合学习与反馈

鼓励学生积累有关写鸟的诗句。

上完本课还是有收获的，同时我也反思了，用魏先生的话来
讲：一个老师，要紧的不是忙着用某种教法去否定另一种教
法，而是要像蜜蜂一样，在教法的百花园中到处采集于自己
有用的花粉，回来以后酿造自己课堂教学的蜜。

鸟语教学反思篇五

《鸟岛》这篇课文主要写了闻名中外的青海湖鸟岛春夏两季
的景象，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对鸟岛的喜爱。课文初步培养
了学生喜爱鸟类的感情，进而自觉地爱鸟、护鸟。全文叙述
条理清楚，语句流畅，文字优美。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
了以下几点：

一、配乐，给学生创设愿读、乐读的阅读情境。

鸟儿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很熟悉，因为在生活中司空见惯，
但对于有千千万万只鸟的“鸟岛”来说，却是很陌生的。因
此教学中，我注重以“读”为主轴，运用师生配乐赛读等手
段，激发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想象力，努
力为学生创设一个愿读的情境。

二、配图，给学生创设想象、表达的说话情境。

教学中我多处进行了想象说话训练。比如：在教学重点段第3
自然段时，我设计了句式练习：“六月的鸟岛成了鸟儿的世
界。你看，鸟儿有的——有的——有的——还有的……真热
闹啊！”练习时借助多媒体图片，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
想象鸟儿的各种不同的活动姿态与方式，并用恰当的语言表



达出来。

三、利用多媒体突破重难点，促进新知识的内化

《鸟岛》这篇课文用词很精妙。如“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
鸟窝一个挨着一个，窝里窝外到处是玉白色、青绿色的鸟
蛋……”如果一味就课文理解，比较抽象，学生不易体会。
所以我在教学这一重点段时，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提供各
种图片，让他们通过看鸟岛来体会文中的词语和意境，收效
很好。以多媒体课件为载体，通过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活生生的课堂，让学生真正学得有趣、学得轻松。最后，
播放一段视频，让学生感受“蓝天碧水之间，飞翔在空中的
鸟儿，如遮天盖日的云霞；浮游在湖上的鸟儿，就像露出来
的片片沙滩；婉转清脆的百鸟啼鸣声，动听悦耳，令人赏心
悦目！这儿真是鸟的世界、鸟的家园、鸟的天堂！”从而在
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加入到爱鸟护鸟行列中来。

鸟语教学反思篇六

《鸟岛》这篇课文写了闻名中外的青海湖鸟岛春夏两季的景
象和鸟类活动的情形，课文在介绍鸟的有关知识的同时，还
突出了人与鸟的朋友关系，意在让学生从小增强环保意识，
懂得爱鸟、护鸟。

我在教学《鸟岛》时，主要围绕“鸟多、鸟窝多、蛋多”，
一点突破，引导学生仔细阅读，主动积极地思考，自由讨论、
回答，加深理解，在感受的基础上欣赏，在理解的基础上评
价。首先，利用多媒体让学生想象热闹的场面，入情入境，
充分想象后，指导感情朗读。毕竟生活中学生与鸟儿接触的
还是很平常的。有的学生会说门前电线上停留着的麻雀很多，
有的学生会看到农家院子里的家燕安心在窝里哺育后代。而
鸟岛上的。鸟多得更加壮观，更加迷人，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我让学生设身处地当一回游客，想象鸟岛上的“三多”。在
这样的鸟岛上，你看到了什么，指导学生用上有……有……



有……的句式说话，学生观察鸟儿，借用《美丽的丹顶鹤》
中的句式进行仿说“有的……有的……有的”岛上的鸟儿多，
鸟窝多，鸟巢多，许许多多的鸟儿在那儿筑巢安家，养育后
代，可见鸟岛的环境是鸟儿们多么地喜欢。引导学生说一说。
再结合自身在护鸟行动中的表现，或者谈谈护鸟师使者需要
做到的要求有哪些。学生发自内心的话语，才能真正深入人
心。

鸟语教学反思篇七

师：同学们，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踏上了青海湖鸟岛，请
大家准备好摄像机，我们一同去看一看，玩一玩，把你认为
最美的镜头捕捉下来。

（出示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生：自读这一自然段，拍鸟岛的美景。

（生自由活动后进行交流）

生：我拍到的是天空，蓝蓝的天空上，一群又一群的鸟儿陆
续从远方飞来。

师：好美的青海湖天空啊！

（指导读好句子：一群一群的鸟儿就陆续从远方飞来。）

生：在我的镜头里，春天鸟岛的湖水在解冻，一块块的冰融
化了，你们听，还有水流的声音呢！

（指导读好句子：天气变暖，湖水解冻）

生：我还拍到鸟儿们在湖边散步呢！



师：好悠闲，好舒服啊！

生：我拍到的是一群鸟儿飞在蓝蓝的湖面上，多美呀！

生：我拍到的鸟儿正忙着呢：有的`正在搭窝安家，有的鸟儿
正在生鸟蛋，有的鸟儿已经孵出小宝宝了，正享受着天伦之
乐呢！

师：好一幅“天伦之乐”图。你摄下的美景相信大家都会喜
欢的。

（指导读：它们在这里筑巢安家，养育后代。）

……

师：刚才大家表现得都很好，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都仿佛
看到了鸟岛上一幕幕最美的镜头。那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美
丽的“春天的鸟岛”吧！

（生齐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在这一个教学片段中，教师一改以往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读，
来交流读到了什么？还仿佛看到了什么？而是采用让学
生“拍”的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因为这是学生第一次在课
上运用，所以积极性特别高，个个有声有色地读，像模像样
地拍，饶有兴趣地说，真正是“拍”出了学生的兴趣。

在让学生交流时，因为交流的是学生自己动手拍到的美景，
学生就觉得有话可说，有景可拍，所以交流的人数非常多，
低年级学生都有“好胜”的心理，他们都在尽自己的能力，
拍最美的风景，一个个都是一付不甘落后的架势，学生们的
精彩不断。



鸟语教学反思篇八

《荷花》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文章。写了“我”在公园的荷花
池边观赏荷花，被如诗如画的美景陶醉而浮想联翩，赞美了
荷花以及大自然的美。作者叶圣陶因景入情，以情观景，情
景交融，不仅写出了荷花的丰姿，而且写出了荷花的神韵，
使读者既赏心悦目，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它的语言文字美，描写的景物美，产生的意境也美。因此，
我把本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在：有感情的朗读课文，通过感情
朗读以及对语言文字的体悟，激发学生喜爱荷花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同时完成写一种植物的教学任务。

1、随文识字。本课的9个生字，集中分布在课文的第2节描写
荷花姿态的句子中，第4小节作者的想象中，因此识字教学我
采用随文识字的方式。描写荷花姿态的句子是一句长句，其
中又有4个生字。为了让学生能正确读好句子，先学习生字以
扫除在朗读时可能遇到的障碍。每个生字的教学各有侧重，
其中“展”重在字形，“破”重在部首，“嫩”重在读音。
另外4个生字“佛、裙、随、蹈”的教学则比较置后，则先让
学生在反复的与文本接触中，读准字音，而后引导学生在情
境中认识“佛、裙、随、蹈”。这样的生字教学设计既能提
高识字效率，又能避免由于识字教学的介入而中断的学生与
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2、朗读体会。本文语言优美，在阅读教学时我引导学生以读
为本，在熟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悟、积累文本语言。如：
教学第二小节时，抓住这节中的一些精言妙语—描写荷叶多、
荷花各种形态的句子，让学生有滋有味地进行诵读，引导学
生细细品味荷花的各种美姿，感受荷花的.美，体会作者的情，
在学生有所感悟的基础上读好这部分课文，熟读成诵，达到
语言积累的目的，在赏读中培养审美语感。同时迁移到写一
种植物的方法上来。



3、借助媒体。为了更好的使学生与文本、作者交流，感受荷
花的婀娜多姿，体会作者对荷花的喜爱之情。教学时我借助
媒体，创设了一个学生与作者一起“看荷花、赏荷花、想荷
花”的情景，让学生和作者站在同一角度上，从而更好的达
到情感上的共鸣。例如：课文第二段中三种荷花的样子。

4、教学不足。学生发挥想象的余地不多，可能受到媒体和同
学回答的影响，在作业时有点千篇一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