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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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篇一

在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中，我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音乐体验，培养聆听音乐的兴趣和习惯，感受颇深，有值得
保留的教学经验，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推敲的地方。

学生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阶段，一般情况下很难要求他们非
常静心的投入地来完整欣赏一首音乐，那么，就需要教师来
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被音乐吸引。因此在教学中，我采用多
种教学手段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体验，从而发展他们的
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但如何保证学生的学习对象始终
是音乐，就需要教师把握一个度，因为任何教学手段都是为
音乐服务的。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紧紧抓住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让学生
充分地感受音乐情境。教学伊始，一段那达慕大会的视频将
学生带进辽阔的大草原，带进紧张激烈的比赛现场，为学生
感受音乐情绪、联想情境做铺垫，生动形象地引导学生打开
视野。在完整初听音乐中模仿xxxx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
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结合乐曲三乐段不同的音
乐特点在分段细听时，我根据a乐段的旋律紧凑密集音乐情绪
紧张的特点设计了蒙古舞扬马鞭的动作，将学生带进紧张激
烈的xxxx场。学生们有的小拳头握得紧紧的，有的兴奋地挥
动着马鞭，进入到音乐的意境中。在细听b乐段时我以主题的
三次变奏用了二胡连弓、顿弓、拨弦三种演奏方法为切入点，
让学生视唱音乐主题，聆听主题出现几次，每次音乐情绪的



变化。最后我揭示答案：演奏方法的不同。学生在音乐中兴
高采烈的模仿二胡三种不同的演奏方法，对音乐知识，音乐
情绪理解更为深刻。在细听a1乐段设计了学生模仿xxxx冲刺，
体验音乐。

当学生脸上洋溢出紧张的神情时，我知道学生已与音乐融为
了一体。在模仿马嘶鸣的动作时，学生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和热情，现在想到那一匹匹小骏马可爱的模样，我的心就会
随着兴奋起来，这说明我的教学是成功的。他们已在律动与
模仿中感受到了所表现的意境和情趣。

针对学生音乐视野窄，对民族音乐的体验感受不足的弱点。
如果教师能现场用二胡演奏一曲xxxx，会让学生更为深刻的感
受到二胡这种民族乐器的极大艺术魅力。

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篇二

《天鹅的故事》主要讲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
的行 动感召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
反映了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文章情节感人，令
人深思，同时又能给人 以启迪。语言优美，款款读来，使人
对这群可爱的鸟儿顿生喜爱之情，是一篇朗读训练的好教材。
针对文章特点，我确立本课教学重点为： 凭借课文具体的语
言材料，体会天鹅勇敢、顽强、团结、拼搏的精神。教学难
点为：感悟老人对天鹅的喜爱和敬佩之情，通过情感升华激
励 学生爱护动物。为了实现目标，突破重难点，我在教学本
课时，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文中三次出现了天鹅的叫声“克噜——克哩——克哩” 我让
学生反复诵读，走进文本，深入文本世界中去感悟、品味和
探究，用自己的体验去创造性地填补文本的“空白点”，会
发现天鹅的每一次叫声表达的意思、情感都不一样；在引导
学生咀嚼字词句的过程中，学生自己读懂了隐藏在文字背后
的内容，提高了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



当学生读到老天鹅用自己的翅膀扑打冰面这一壮观的场面时，
我引导学生在充分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进入文本，大胆想
象，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天鹅，你亲眼目睹这么一只老天
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自己的生命在一次、两次、无数次
地扑打冰面，你会对它说些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学生纷
纷举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流露出对天鹅的敬佩之情。这样，
让学生把对文本的理解与自己的感受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
生的思维，又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使学生由文本走向生活，注重文本的价值取向。在课文将近
尾声时，我让学生设计了关于关爱鸟类的提示语，一起交流。
目的是培养学生爱护鸟类的意识，懂得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

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篇三

从课堂上学生的表现及一些听课的老师反映来看，整个教学
流程比较精彩、成功，课堂气氛活跃，教者的语言生动，充
满亲和力，充分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欲望，能重点去培养训练
学生的想象力及说话能力等。但这节课，我认为也存在了一
些不足，主要总结如下：

一、教学时间把握不够好，呈现前松后紧的情况，导致我将
一些原本准备的内容省略不讲，这也使得我的这节课显得不
够丰满。

二、指导朗读时，学生与教师进行比赛读书时，应让学生评
评谁读得好，好在哪？呵呵，这个环节本是在备课之中的，
只是因时间关系的原因而省了，而且是因太紧张的原因而导
致。所以，克服公开课时那种紧张的心态很重要。

三、在电脑技术方面还应加强学习。

记得在书上看过这样的一段话，内容大致是说：公开课，是



一个教师专业成长最好也是最快的途径。这节课上完后，领
导与老师们的精彩点评让我受益匪浅。公开课，真的令我感
觉自己在教学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篇四

常常听到有老师说：低年级的语文课文是不用去分析，也没
有什么好分析的，只要过好字词关，至于课文多读几遍就行
了。而我不这样想。低年级正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字、词的
掌握固然重要，但对课文的分析学习一样不能轻视。

低年级的课文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指导学生的感情朗读来培
养学生的语感；可以根据课文的内容去挖掘一些能扩展学生
想象力的材料，并且从中培养学生说话能力；可以通过对课
文内容的学习，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从小树立健康的
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我选上了寓言故事《天鹅、大虾
和梭鱼》的课文分析。这篇课文讲的天鹅、大虾和梭鱼合伙
拉车，但由于拉的方向不对，所以大车至今未动分毫的故事，
告诉了孩子要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在这节课里，我以指导学
生的感情朗读为重点；通过对“拖着跑”、“拼命”、“使
劲”、“未动分毫”及一些动词的理解和朗读，令学生在读
中感悟课文内容及文中所告诉我们的道理；通过课文，挖掘
能训练学生想象力和培养学生说话能力的'问题。如：天鹅、
大虾和梭鱼都在拼命地拉车，可大车却一步也动不了，这时
它们的心里会想————。又如：让学生设想自己有什么好
办法能让大车动起来？接着又出示句子：三个伙伴终于把车
拉动了，这时，它们的心里又会想————。最后，又让学
生想象生活中有没有这样有关于合作的事例并说一说。

天鹅大虾和梭鱼教学反思篇五

朋友很有人缘，换到了比较不错的座位。坐在我右侧的是一
个读三年级的小男孩儿，小男孩儿右侧是他的妈妈——与我
同龄。从第一幕开始，这位母亲就时不时为儿子解释各个场



景是怎么回事。顺便，我也接收到了信息，按图索骥，确实
真如这位母亲讲的那么回事儿。我被演员一举手一投足的优
雅迷住了，我朋友对一位男演员能不停地跳起，又从高处落
下，落下时两脚轻轻下来还能保持脚尖点地的水平赞叹不
已——说白了，我们关注的仅仅只是表象——平时不容易见
到、不容易做到的那些。而此时，女儿和她的朋友坐在比我
们的更好的座位，不知道他们关注的是什么。没有人为他们
解释，他们一定是看不懂的，顶多跟他们的母亲一样看一些
技能、技巧。如果女儿在我身边，我能像身边这位母亲那样
为孩子做艺术欣赏方面的引导吗？惭愧呀！

两幕下来，中场休息15分钟。我们几个同去的都聚在一起聊
天。几个孩子说“好无聊”；几个大人说“想睡觉”，其中
已经有睡了一觉的；甚至有一家子果断走起……为了难得的
入场券，为了“开后门”换到的好位子，更为了能继续装文
雅、装修养，15分钟后，我们又从技术层面开始目光跟踪。
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连好位子都空出来好多，连忙打电
话叫朋友们都聚拢来——座位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了！
除了听到《四小天鹅舞曲》的旋律，我们的眼睛放光了，其
余的，真心更不懂了！煎熬到第三幕结束，朋友坚决地问我：
“回去了吗？”快合眼的我立即兴奋：“走！”两个孩子又
蹦又跳。

每个国家很多城市都会有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雕刻、雕塑等
作品，说真的，我看不懂其中的意味，更不用说设计和创意
了；舞蹈者用身材与世界对话，说真的，我看不懂；演奏者
用乐器表达自己的内心，说真的，除了看出他们很投入，其
余的我听不懂。就连“中国好声音”节目里头那些通俗歌曲
的演唱，到底有没有用心，往往也听不出来——真的，经常
与好声音导师的判断截然不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