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蜜蜂》是人教版小学六年制语文第七册第七单元的一篇阅
读课文，文章生动的记述了作者思考和观察所得，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蜜蜂的喜爱之情。前一段时间我教完〈〈蜜蜂〉〉，
心中倍感满意。这堂客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活跃，发言到位；
本人也觉得教的极轻松，没有原来那种造作呆板的感受。细
细想来，原来是做了以下调整。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给自己的角色定位，确立一种新型的师生
关系。备课中我把准这一定位，力求彻底转换角色，变权威
性向平等的大姐姐转变，摒弃了“一言堂”和“强行灌输”
的做法，把大多数时间和空间教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己通过
自读自悟自由讨论理解课文。我没有一个人在讲台上滔滔不
绝的介绍，而是指导学生自己通过读、听、说、议等各种方
法去亲身体验学习。整堂课教师真正成了学习活动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

现代教学论指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主动、共同发
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互动，就不存在教学，更不能为
学生营造一种宽松、和谐、自主的学习氛围。在这堂课中我
有几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为学生创设了“主体参与，交往互
动”的宽松、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第一环节，我把抽象
的蜜蜂用形象的图片展现出来，而且选择了蜜蜂采花蜜的图
片，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正如赞可夫指出：教学
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心理需要，这种教学就会变的高效。第



二环节，我充分发挥每一个生命体的活力，让学生自由探讨
完成表格，知识与能力在主体参与、交往互动中不断建构生
成。课堂不再如“一潭死水”，而是充满活力生机，让人感
受到课堂上挥洒智慧的乐趣，感受到语文学习的魅力。

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蜜蜂》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作品。课文以第一
人称的叙述方式写了他所作的一个试验，即证实蜜蜂是否具
有辨认方向的能力，体现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作风。
课文的叙述线索清楚，情节完整。首先写“我”听说蜜蜂有
辨别方向的能力，想做个试验；再写“我”试验的过程，试
验步骤非常清楚完整。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不仅让学生进行
语文能力的训练，而且要让学生了解作者观察、思考、试验
的方法和探索精神。本课的重难点是弄清为了验证蜜蜂有没
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作者是怎么做得，结论又是怎样得出的。

我在讲授新课之前，首先让学生进行了自学，自学内容包括
生字词汇的认读书写，其次，就是课文主要内容的概括。最
后是优美句子的欣赏语文教学首先是从字词句段开始的，这
样让学生从易到难，一步一步开始。

对于三年级的语文教学首先是从字词句段开始的，这样让学
生从易到难，一步一步开始，从字词句段到整篇课文，让学
生抓住关键词句，进而理解段落文章大意。我先请学生读第
一段，抓住关键词试验，然后请学生找找为什么要做试验，
由此提炼出“原因”，再请学生读2—5段，学生很快明白是
讲试验的经过，归纳为“过程”，最后一段即为试验的“结
果”。在此基础上，请学生根据这三个关键词，将文章的主
要内容概括清楚就简单多了。

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三年级的教学重点之一。在学习试验
过程这部分时，教给学生把长文读短的方法，也就是归纳试
验的几个步骤，孩子们跃跃欲试，最后归纳为五个步骤：捉



蜜蜂、放纸袋、做记号、两里外和放蜜蜂。随后请学生谈谈
你觉得哪个步骤最重要，孩子们各抒己见，引导学生了解每
个步骤都很重要，由此看出法布尔是一个细心、严谨的人。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自学搜集资料时，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指导，孩子只
是盲目的搜集资料，而不能进行分类整理，甚至搜集了一些
与课文无关的资料。所以在以后搜集资料时应该给与一定的
指导，给出一定的指导，让学生明确搜集哪些资料，怎样搜
集整理资料。在学生理解读课文受到的启示时，给学生一些
明确的答案。其实这样是不可取的。这一部分是拓展延伸部
分，可以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回答，能回答多少算多少，无
需给予一些限定，可充分发挥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提高学
生的语文能力。

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改正自己的不足，注意向
老教师学习，积累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蜜蜂》是三年级第五册的一课。课文中讲到法布尔为了证
明蜜蜂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做了一个实验：将20只蜜蜂背上
做好记号，装进纸袋里，带到两里多外的陌生地方进行放飞，
看看它们能否回到蜂窝。通过实验，得到蜜蜂有一个识路的
本能。

我真实感受到了：只有放飞学生的个性，才能使课堂灵动起
来。

当学生了解了实验的结果后，我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和心
情。有学生说：“蜜蜂了不起，它逆风而飞，而且沿途都是
陌生的景物，居然能飞回蜂窝，真让人佩服。”可是有学生
却说：“老师，这个实验是真实的吗？”我不容质疑地



说：“那当然”……课总算结束了，可是留给我很深刻。

[蜜蜂教学反思]

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蜜蜂引路》这篇课文的情节非常简单：列宁去找养蜂人，
发现路边有无数蜜蜂在花丛中飞舞。看似纷乱的蜂群，在列
宁眼中却有着清晰的.规律。最后他利用此规律找到了养蜂人。
本文的教学更多的是要渗透“生活中、学习中，我们往往会
遇到很多难题，只要我们善于发现，积极动脑，许多好像不
可能的事情也能办成”的探究意识。

教学时，我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点定位在“发现”，通
过读、说、摆、演、找等儿童化的活动，多渠道开展语言实
践，让学生亲身经历“发现”的过程：发现列宁的发现—发
现线路图—发现列宁思维过程—发现文本中的近义词等等，
使之由读文进入悟境、悟情、悟理的阅读境界，实现故事与
生活的融合。

……

这样改变了以往习惯于逐句逐段进行情节性问答和讲解的教
法，对于发展学生认识和思维能力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深
入学习了列宁观察、思考的方法以后，我又让学习回到课文
的整体上来，借助看图，融进自己的体验和想象，具体叙述
列宁是怎样动脑筋、想办法找到养蜂人的。

这堂课的教学，使我深切地感到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作为
教师，只有紧紧地围绕学生，多给他们搭建展示才能的舞台，
他们的潜能就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学习的效果也会得到较大
的提高。



蜜蜂音乐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蜜蜂》作者是法国的生物学家法布尔，课文以第一人称写
了他为了证明蜜蜂有辨认方向的能力而做的一个试验，最后
发现20只蜜蜂有17只都准确无误地飞回了家，这靠的是一种
无法解释的本能课文叙述线索清楚，情节完整，实验过程介
绍得十分清楚，体现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作风。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扫清生字障碍，读通课文，理清课文的
脉络，了解为了验证蜜蜂有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作者的试
验是怎么做的。

围绕本课教学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歌中的主人翁是谁？学生都听的很认真，纷纷举手说是蜜蜂，
由此来引出课题。通过这个情境的设置，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兴趣。在讲到“四面飞散”这个词语的意思时，选了四个学
生上来表演蜜蜂，一个学生表演风。虽然学生的表演不尽如
意，但通过形象的演示，让学生在笑的同时来理解词的意思。
当学生了解了实验的结果后，我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和心
情。有学生说：“蜜蜂了不起，它逆风而飞，而且沿途都是
陌生的景物，居然能飞回蜂窝，真让人佩服。

即默读时要集中注意力，不出声，不指读，边读边想，还可
以动笔画出重要的词语和句子。在此基础上，我又用了采用
了分层次默读的.方法进行训练，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初次默
读，整体感知全文，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