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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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一

教师在引导学生领悟课文道理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
的孩子会认为狐狸很聪明，要向狐狸学习。我们不能否认，
课文中的狐狸是聪明的，但是这种回答明显偏离了文章的价
值取向，有的教师不但不能适时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用这样
的语言来评价孩子的回答：“哦，这位小朋友有自己独特的
见解。”实在不值得提倡。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
办呢？是否可以联系上下文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孩子读文，
明确乌鸦的肉是给谁吃的？如果小乌鸦吃不到肉会怎样？从
而激起孩子对小乌鸦的同情怜爱，对狐狸这种不道德做法的
激愤。

由一则小练笔想到的……

前不久，笔者听了一节公开课《狐狸和乌鸦》。整堂课中，
授课教师通过读、议、演等多种的形式，让学生一直处于对
狐狸的谴责，乃至憎恨的氛围之中，尤其是课尾处设计的小
练笔，用其他老师的话说简直是“点睛之笔”，而笔者却有
不同的思考与感受。

教者在课尾处创设了狐狸与乌鸦再次相遇的情境，让学生充
分发挥想象，描述出他们再次相遇时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教者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文，但学
生的回答却让笔者的心为之一颤，直至有一种隐隐的痛。学
生给狐狸设计了这几种下场：要么被肉中隐藏的钢针戳死，



要么被碎玻璃渣划破血管而死，要么吃了被乌鸦下了毒的肉
毒死……多么恶毒的主意，多么残忍的手段，比这更可怕的，
授课的老师竟然还对学生的回答大加赞赏，“真聪明，你想
的方法真巧妙！”等等如此的评价不绝于耳。课后，笔者有
心翻看了全班的作业本，发现竟没有一个学生为狐狸设计一
个不死的.结局。

语文教学好比是播种，播什么种，就长什么苗，开什么花，
结什么果。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而教，这更
意味着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不再是仅仅带领学生领略那些浮
在文本表面的华美辞藻，而要穿过文字去寻觅作者在文本中
所寄予的思想感情，让文本所散发的“温度”去温暖人心。
撇开表面的好坏美丑，那需要我们的勇气；看清作者的真实
本意，那更需要我们的智慧，可这些又是常人看不见的。这
则随笔真是发人深省，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发展是否沿着正
轨前进，教师的引导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语文真的不能
随意的教啊！

本课的寓意是揭示：爱听奉承话容易上当，课文对狐狸的话
写的很多，对乌鸦的笔墨用之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
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体会朗读感悟狐狸的话，抓住狐狸的狡猾
不丢，让学生不自觉的去痛恨狐狸的虚伪狡诈，去鄙视狐狸，
却忘了去思考，乌鸦丢了肉怪谁呢？，是它喜欢听好话，喜
欢听奉承话才会放松了警惕而上当啊！这也就是我开始在前
面就提到的，我们要认清编者的意图，否则会误导学生啊！

语文离不开思考，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立足本位，本位是什
么？尊重作者的写作意图，尊重编者的编写意图，然后再思
考自己的教学意图，千万不能因张扬自己的教学特色而错误
地解读文本，更不能以发挥学生的自主为由而错误地引导学
生。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二

我主要谈谈本课教学中我是如何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

在教学《狐狸和乌鸦》时，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请学生谈谈
对狐狸的看法？有人觉得狐狸很“聪明”，他用自己的话语
打动乌鸦，让乌鸦开口。有人觉得狐狸很狡猾，它为了骗到
乌鸦嘴里的肉，尽拣好听的说，说的话不是出于真心诚意的
赞扬，而是在欺骗乌鸦。有人觉得狐狸很有“耐心”，在乌
鸦不理睬自己的情况下，察言观色，一次次改变说话的内容，
直到乌鸦开口。对于学生自己独特的看法，老师首先给予肯
定，但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食
物，而不是靠欺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别人受到伤害，
是不可取的，我们坚决不能学习。

在教学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实践，勇于探索。如在完成
《狐狸和乌鸦》教学之后，我布置了一个课外小练习：“同
学们，乌鸦这次上了狐狸的当，下次它还会上当受骗
吗？”“不会”“那么如果乌鸦再碰到狐狸，它会怎么做
呢？”有一个学生这样写道：有一次，老狐狸出去捕食，走
前它嘱咐小狐狸：“如果妈妈很久都没回来，你可以骂树上
的笨乌鸦，它一张嘴你就会有肉吃。”

老狐狸一走，小狐狸就忘了老狐狸说的话，妈妈很久都没有
回来，饿得小狐狸躺在床上哼哼直叫。正巧，老乌鸦听到了
小狐狸的叫声，看小狐狸可怜，就叼着一块肉下来，给小狐
狸吃了。老狐狸回来了，问清事情的经过，马上跑出洞，对
乌鸦说：“我以前那样对你，你还救我的儿子，真谢谢你呀。
”老乌鸦说：“大家都有是邻居，这是应该的。”

从此，老乌鸦和老狐狸和睦相处，成了好邻居。

通过这样具有开放性问题的思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
而且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三

《新课程标准》提出：“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
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我作为
一名语文教师，必须在学习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
的精神，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下面就我在教学《狐
狸和乌鸦》这一课中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学生都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重
点对学生进行点拨、引导；学生是学的主体，在教师点拨、
引导自主学习，去思考，去实践。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课前要
对教材、学生作深入研究，更要善于在课堂上捕捉学生思维
的亮点，让学生积极思考，参与语言实践。这里，教师紧抓
乌鸦的想法，点拨，引导，让学生思，让学生答。从而，一
石激起千层浪，引导他们打开想象的闸门，他们便妙语连珠，
令人拍案叫绝！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此，以读为主是
本课教学所体现的又一要点。对于狐狸向乌鸦的三次亲切问
候，我采取自由读、男女生分角色读、小组读、整体读等多
种形式，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体会，同时受到情
感的熏陶。

语文课堂不应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应充满鲜活的生命力，
因为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知识底
子、自己的生活积累，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会使
课堂教学呈现出丰富性、灵活性。在教学《狐狸和乌鸦》时，
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请学生谈谈对狐狸的看法？有人觉得狐
狸很“聪明”，他用自己的话语打动乌鸦，让乌鸦开口。有
人觉得狐狸很狡猾，它为了骗到乌鸦嘴里的肉，尽拣好听的
说，说的话不是出于真心诚意的赞扬，而是在欺骗乌鸦。有
人觉得狐狸很有“耐心”，在乌鸦不理睬自己的情况下，察
言观色，一次次改变说话的内容，直到乌鸦开口。对于学生



自己独特的看法，老师首先给予肯定，但同时也让孩子明白：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食物，而不是靠欺骗。为了达
到自己的目的让别人受到伤害，是不可取的，我们坚决不能
学习。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四

狐狸和乌鸦 3——7自然段

学习第三自然段；

（生齐读本段）

师：这时狐狸出来了。（贴图）他“谗得直流口水”，那谁
能画一画狐狸的口水？（生板画，在狐狸的嘴巴下画了很多
滴口水）

师：你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滴口水？

生：因为狐狸谗得一个劲地流口水，口水都掉到地上了。

师：（赞许地）画得好，想得也好。真是一只嘴谗的狐狸呀。
读读这一段，读出狐狸的谗。（生练读，略）

学习四——七自然段

师：嘴谗的狐狸“想了想”，仔细读书，联系下文猜猜看，
他会想些什么？（出示句式：狐狸想： 。）

生：狐狸想：多肥的一片肉啊！如果能当我的午餐就好了。

生：狐狸想：呵呵，一顿美餐来得全不费工夫！

生：狐狸想：对！有办法了，如果我能让乌鸦张嘴，那块肉



就是我的了。

……

师：狐狸只“想了想”，就想出了这么个坏主意。说明——

生：狐狸太狡猾了！

…………

和孩子们一块儿学完了这篇课文，心情也和他们一样高兴。
孩子们学得开心，我教得顺心。自己总结了一下，有两点做
得不错。

1.精心设计训练，教法灵活创新。教学第一自然段，在熟读
的基础上，让学生贴图并用自己的话说出狐狸和乌鸦的住处，
让学生动手操作，动口表达；第二自然段从“找”字入手，
通过比较辨析词语，悟出肉的来之不易，为领悟寓意打下基
础；第三自然段让学生动笔添画，准确地理解“直流口水”；
第四自然段紧扣“狐狸想了想”一句，联系上下文想
象“想”的内容，并进行说话训练，在理解中融人思维和表
达的训练。

2.充分激趣，强化学生学习的参与意识。根据低年级学生的
学习心理，运用多种激趣手段辅助教学，如贴图入境，添画
理解，表情朗读，头饰表演等，大面积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参
与欲望，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五

《乌鸦和狐狸》是一篇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很适宜低年级儿
童阅读，他们充满好奇、充满幻想、充满童趣。以下是我对
本课案例设计的一些教学反思：



在设计本教学案例时，我能够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尊重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能，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
生去看、去想、去说、去做引导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敢于去表现自我。

本教学案例，我注重让学生通过想象当时情景，深入理解角
色思想，体会不同的情感;续编故事，放飞学生的思想，任他
们在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里振翅翱翔，尽显风采。

以读为主是本教学案例所体现的又一要点。坚持以“读”为
主线，在教学中采取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思考，并在小组交流、师生互动、合作
学习中动口、动脑、动情地去学习朗读、默读，引导学生在
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语感，同时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也注重了小组学习，但往往会出现
形式化，收效率不能达到优良。比如有个别小组在交流过程
中，只把自己所划的句子读一读，简单地说一说这是一只怎
样的狐狸(乌鸦)就算完成任务了，缺乏深入的交流。如何让
学生都参与到其中,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特别是一些学习较
困难的学生. 我以后在教学中还需进一步研究。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六

在教学《狐狸和乌鸦》一课时，我整合了语文课本、拓展阅
读和课外书三种教学资源，使学生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狐
狸、认识狐狸。

在学本课之前，首先让孩子们谈谈对狐狸的看法，孩子都能
说出狐狸很狡猾、很讨厌，学完本课后孩子们更加坚信狐狸
是狡猾多诈、令人讨厌的。我感觉到在他们心里狐狸除了狡
猾就是懒惰、不劳而获、令人讨厌，好像狐狸一无是处。但
是作为成人的我深知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再说狐狸也并不只
有狡猾一个特点，狐狸也有它美好的一面。凑巧拓展阅读上



有一篇课文是《你了解狐狸吗》，通过读本篇课文，学生了
解到狐狸并不是专干坏事，它干的大多是好事，狐狸的主要
食物是昆仲、野兔和老鼠等，而这些小动物都是害虫，狐狸
吃了他们就是帮了农民伯伯的大忙。童话故事中总是把狐狸
描写成狡猾多诈、偷鸡偷鸭的坏蛋，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

课后我去图书馆找了关于狐狸的相关图书，找到了《了不起
的狐狸爸爸》和《小狐狸离家出走》及《吃书的狐狸》。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是一本书，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而成，
我给孩子们讲了其中的一个，他们听得很入神，都向我借这
本书，我趁机向孩子们推荐图书馆有这本书，课后很多孩子
借了这本书并且读完了，其中韦张奥阳的妈妈陪着孩子一起
读完了这本书，妈妈说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孩子看得津津有
味。

通过整合课本、拓展阅读及课外书，孩子们对狐狸有了更加
全面、客观的认识。

狐狸和乌鸦的教学反思篇七

《狐狸和乌鸦》课末，指导学生续编故事：乌鸦嘴里的一片
肉被狐狸骗走以后，乌鸦又会怎样想、怎么做呢？（学生编
了好几种不同情节的精彩故事。）

师：请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以“肉被骗以后”为题编一个
小故事，看谁编得最精彩。（学生在课堂作业本上动笔写话。
）

学生在理解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拓展，不仅有利于加
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展
示想象力、表演才能和创新思维的舞台，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新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师生不能只是教材忠实的执行者，
更应该成为教材的创新者、开发者。教师善于运用文中的留



白，以此作为鼓励学生充分想象，引导学生个性表达，激发
学生独特体验的契机，使课文故事情节更完整，人物形象更
丰满，感受体悟更深刻，真正做到基于文本，又超越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