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通用5
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一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用贝壳保护自己的身体。甲骨文中的
“贝”字，画的就是贝类的两扇壳张开的样子。

古时候，人们觉得贝壳很漂亮，很珍贵，喜欢把它们当作饰
品戴在身上。而且贝壳可以随身携带，不容易损坏，于是古
人还把贝壳当作钱币。所以，用“贝”作偏旁的字大多与钱
财有关，比如，“赚、赔、购、贫、货”。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有一年，春天早早儿来到了群山环抱的天鹅湖，一些候鸟也
从南方飞来。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寒潮突然降临，北风呼
啸，湖面又上冻了。

别的天鹅似乎怔住了。它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瞧着这位“破
冰勇士”。只听得“咯吱——”冰层裂开了一条小缝，接着
又裂开了一条……冰面终于塌陷了，出现了一个小的冰窟窿。
有几只天鹅来帮忙了，很快，整群天鹅，大约百来只，都投
入了破冰工作。它们干得那样齐心，那样欢快！湖面上传来
阵阵“克噜——克哩——克哩”的叫声，就像那激动人心的
劳动号子：“兄弟们哪，加油！齐心干哪，加油！”

终于，小小的冰窟窿变成了一片很大的水面。所有的天鹅同



时结束了工作。它们昂着头，挺着胸，在水里游动着，捕食
着鱼虾，不时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克噜——克哩——克
哩！”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会认“甲、骨、类”等16个生字，会写“贝、壳、甲”
等10个生字，会写“贝壳、甲骨文、样子、可以、钱币、钱
财、有关”等词语。

2、了解贝字的由来、演变及发展。

3、知道“贝”字作为偏旁的字大多与钱财有关，学习归类识
字的方法。

4、通过学习，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

教学重点：了解贝字的由来、演变及发展。

教学难点：知道“贝”字作为偏旁的字大多与钱财有关，学
习归类识字的方法。

2课时

第一课时

学生观看有关汉字文化的视频，让学生初步了解汉字的起源
与发展，激发学习汉字的。兴趣。

1、教师范读课文。

学生听老师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标上拼音。



2、学生自由读课文。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把字读准确，把句子读通顺

1、学生认读词语。

贝壳贝类漂亮珍贵饰品容易损坏钱币

钱财赚钱赔付购买贫困甲骨文随身

2、带拼音读词语

3、去掉拼音读词语

4、识字游戏，捡贝壳

1、学生有感情读课文、指名读课文。

2、随文识字，借助图片，实物理解“甲骨”“贝壳”两个词
语。学写“骨”字。

3、学习“贝”字的由来与演变。

4、学写“贝”字。

5、拓展视频了解“木”“月”“火”字形的演变。

1.默读课文思考几个问题：

（1）、贝壳在古代有什么用处。

（2）、为什么贝壳在古代用作钱币。

2、学生回答问题。用因为……所以……的句式来回答问题。



3、带“贝”的字多与钱财有关，认识“赚、赔、购、贫、
货”。

给这几个字组词，认识这几个字，并了解它们的字义与钱财
有关。

4.拓展延伸：你还能想到哪些带“贝”的字。

5.联系以往知识，学习归类识字的学习方法。

1、给家人讲一讲“贝”的故事。

2、再找一些有趣的汉字的故事来读一读。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有一年，春天早早儿来到了群山环抱的天鹅湖，一些候鸟也
从南方飞来。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寒潮突然降临，北风呼
啸，湖面又上冻了。

别的天鹅似乎怔住了。它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瞧着这位“破
冰勇士”。只听得“咯吱——”冰层裂开了一条小缝，接着
又裂开了一条……冰面终于塌陷了，出现了一个小的冰窟窿。
有几只天鹅来帮忙了，很快，整群天鹅，大约百来只，都投
入了破冰工作。它们干得那样齐心，那样欢快！湖面上传来
阵阵“克噜——克哩——克哩”的叫声，就像那激动人心的
劳动号子：“兄弟们哪，加油！齐心干哪，加油！”

终于，小小的冰窟窿变成了一片很大的水面。所有的天鹅同
时结束了工作。它们昂着头，挺着胸，在水里游动着，捕
食https:///着鱼虾，不时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克噜——克
哩——克哩！”



小学语文趣味故事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天鹅的故事》讲述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的
行动感召下，齐心协力勇敢破冰，最后找到了食物的感人故
事，赞扬了老天鹅勇敢奉献的品质和众天鹅团结合作的可贵
精神。反思今天的课堂教学，感触颇深：

1、尊重学生

在体会的过程中，我让学生充分地说、充分地读，再加上教
师适当的语言描述，感觉教学效果还不错。课文中三次写到
天鹅的叫声，每次天鹅所处的情况不同，心情也不同，含义
更不同。我让学生在交流第一次的叫声时，有的学生说因为
找不到食物，天鹅很无奈、伤心，叫声应读得低缓，我教学
预设时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我请一个同学起来读时，他读
得很快，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读，他说，天鹅找不到食物会很
着急。我茅塞顿开：是呀，“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
特。”我怎能要求学生只有一种答案呢？于是，我又请他读
了一次。以人为本，尊重学生，就是要尊重学生不偏离文本
价值的多元理解。

2、读“霸”全文

朗读是学生培养和提高对语言文字的领悟、理解能力的重要
手段，语文课就应该书声琅琅。这堂课我以读贯穿全文，朗
读形式多样。有指读、男女生读、引读、速读、齐读等，有
词语的朗读，也有句子的朗读、场面的朗读，如“腾空而
起”这个词体现了老天鹅的勇敢奉献、智慧果断，我就指名
让学生读，读出老天鹅的“飞得高”、“飞得有力”。老天
鹅反复地用身躯撞击冰面的画面，还有众天鹅热火朝天的破
冰场面，我都让学生的激情在读中飞扬。

3、展开想象



语文学习离不开想象，学生需要根据文字来想象它所描绘的
内容，从而获得美的体验，而且语文课本中还留有许多空白，
更需要学生去想象填补。这堂课中，我设计了几处想象说话，
如想象老天鹅几次撞击后会怎样，通过想象体会它的勇敢、
坚韧；想象看着老天鹅用身体破冰，别的天鹅会怎么想、怎
么做，引导学生走进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象天鹅破冰成
功后，会胜利欢呼些什么。通过一系列的想象，学生的思维
得到了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情感得到了升华。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3篇《小学三年级
语文《天鹅的故事》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希望对您有
一些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