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喜鹊教学设计 树和喜鹊教学反
思(大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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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鹊教学设计篇一

本文是一篇童话，向我们展现了三个画面，一棵树和一只喜
鹊孤单的生活，后来这里有了许多树，许多鸟窝，许多喜鹊。
喜鹊们，树们快乐地生活。故事生动形象地告诉学生，每个
人都需要朋友，有朋友才会快乐。

片段分析

片段一

课堂一开始，巴楠老师就让孩子们准备好练习本、笔进行听
写。一共听写了三个词语：居住、招呼、单一。这是上一节
课学习的.新词，孩子们必须掌握。这样每天听写几个词语，
学生既觉得简单，又掌握住了新的新学的生字词语，真是一
举两得。这种方法很适合语文的教学。因此，以后我也要采
用这样的方法。

片段二

借助图片，上下文理解词语孤单的意思。巴老师先出示图片，
让孩子们说一说孤单是什么意思？然后让孩子们说一说，从
文中的什么地方看出树和喜鹊很孤单。（一棵树，一个鸟窝，
一只喜鹊，只有，只有，只有）。通过这些词语，从而让学
生明白了孤单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单身，无依无靠。采



用这种方法，学生更容易理解新的。词语。因而在以后的教
学中，我们也要让学生多采用这种方法理解词语。

喜鹊教学设计篇二

统编教材第三单元的主题是分享、快乐，《树和喜鹊》是本
单元的第二课，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一篇童话。故事
非常浅显，却蕴含着深意——有了邻居和朋友，大家一起生
活才感受到快乐。本文的语言表达也很有特点，采用了重复
的表达方式。

依据课标，识字、学词、读好课文是低段语文学习的基本要
求，本课采用了随文识字、学词的方法。课文画面感较强，
用绘本阅读的方式串联起整篇课文。

生活中识字认识“单”、猜字谜学习“孤”，加一加的方法
认识“都”，通过“都”和“邻”的比较认识“邻”。字理
识字法认识“居”，形声字的方法学习“静”，利用图片认识
“窝”。

1、通过第一自然段中，一棵树、一个鸟窝、一只喜鹊、只有，
了解孤单的意思。为了能切身感受到树和喜鹊的孤单，我又
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孤单的感受，这一点反而成为画蛇
添足之笔，使得这一部分教学不清晰，臃肿而拖沓。

2、学习第二部分时，我抓住了关键词“邻居”，在学习这个
词的时候，也是通过联系前文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效果并
不理想。字理识字，学习“居”的时候，就可以学习“邻
居”。“居”是居住，邻是相邻、靠近，住得近的人就是邻
居。再联系生活说说自己的邻居，甚至还可以拓展一些
词——邻国、邻村、邻村，这样才能使“邻居”的教学更扎
实一些。也不至于使“居”的学习太突兀、生硬。

本课的画面感比较强，学生比较容易想象到画面，树和喜鹊



的心情由孤单到快乐也很贴近儿童的心理。低段的朗读指导
离不开老师的示范和引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及时、适时
地发挥好老师的指导作用，一味地体会读有时也很乏力。

喜鹊教学设计篇三

《树与喜鹊》是一篇简短易懂的课文，讲述了树和喜鹊从孤
单到快乐的过程。让学生知道，只有保护鸟类，多种树，才
能改善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

第一课时，我采用了以故事的方式导入，是想让学生们在听
故事的过程中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备学
（借助拼音读课文、识字、思考问题）--交流--提升的方式
进行教学。并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下列语句。让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理解，"孤单"是什么意思。树和喜鹊为什么会感到孤单？
整堂课学生学习很有热情。

第二课时，我采用了让学生当"小老师"的方式，互帮互学共
同学习生字的教学设计，"小老师"们都能够从字的结构、笔
顺、组词、值得注意几点上来学习生字。从而大大的`调动了
学生们积极识字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喜鹊教学设计篇四

《树与喜鹊》是一篇简短易懂的课文，讲述了树和喜鹊从孤
单到快乐的过程。让学生知道，只有保护鸟类，多种树，才
能改善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

第一课时，我采用了以故事的方式导入，是想让学生们在听
故事的过程中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备学
（借助拼音读课文、识字、思考问题）--交流--提升的方式
进行教学。并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下列语句。让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理解，"孤单"是什么意思。树和喜鹊为什么会感到孤单？



整堂课学生学习很有热情。

第二课时，我采用了让学生当"小老师"的方式，互帮互学共
同学习生字的教学设计，"小老师"们都能够从字的结构、笔
顺、组词、值得注意几点上来学习生字。从而大大的'调动了
学生们积极识字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喜鹊教学设计篇五

统编教材第三单元的主题是分享、快乐，《树和喜鹊》是本
单元的第二课，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一篇童话。故事
非常浅显，却蕴含着深意——有了邻居和朋友，大家一起生
活才感受到快乐。本文的语言表达也很有特点，采用了重复
的表达方式。

依据课标，识字、学词、读好课文是低段语文学习的基本要
求，本课采用了随文识字、学词的方法。课文画面感较强，
用绘本阅读的'方式串联起整篇课文。

一、力求识字方法多样化。

生活中识字认识“单”、猜字谜学习“孤”，加一加的方法
认识“都”，通过“都”和“邻”的比较认识“邻”。字理
识字法认识“居”，形声字的方法学习“静”，利用图片认识
“窝”。

二、落实本单元的目标——联系上文了解词语的意思。

1、通过第一自然段中，一棵树、一个鸟窝、一只喜鹊、只有，
了解孤单的意思。为了能切身感受到树和喜鹊的孤单，我又
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孤单的感受，这一点反而成为画蛇
添足之笔，使得这一部分教学不清晰，臃肿而拖沓。



2、学习第二部分时，我抓住了关键词“邻居”，在学习这个
词的时候，也是通过联系前文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效果并
不理想。字理识字，学习“居”的时候，就可以学习“邻
居”。“居”是居住，邻是相邻、靠近，住得近的人就是邻
居。再联系生活说说自己的邻居，甚至还可以拓展一些
词——邻国、邻村、邻村，这样才能使“邻居”的教学更扎
实一些。也不至于使“居”的学习太突兀、生硬。

三、朗读突出方法——想象画面，体会心情。

本课的画面感比较强，学生比较容易想象到画面，树和喜鹊
的心情由孤单到快乐也很贴近儿童的心理。低段的朗读指导
离不开老师的示范和引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及时、适时
地发挥好老师的指导作用，一味地体会读有时也很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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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教学设计篇六

展示课我讲的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用生动的语句和细腻的语
言描写了树和喜鹊由孤单到快乐的生活经历。告诉学生有了
邻居，有了朋友，大家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才能享受快乐



的生活。是一篇很有趣的故事。

本课的一个重点是根据上下文理解词语“孤单”的意思。在
学习这一段时，我首先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这个词语的理解，
谈感受。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的非常好：有的说是没有朋友
玩，有的说是孤独，有的说是寂寞，有的说无聊，没意思。
看来，学生能懂得这个词语的意思。那么联系上下文怎么理
解？让学生读课文，从哪些词语看出“孤单”的意思？学生
在老师启发下，找出了“只有，一只一棵一个”，看出树和
喜鹊真的很孤单。看来，一年级的孩子也真不简单。在理解
课文时，我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让学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没有伙伴和
朋友的生活是孤独的。理解了“树很快乐，喜鹊也很快乐”
这句话，也就理解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从而教育学生同学之
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我们的生活才会很快乐。

本节课我设计的是随文识字，可能是准备时间太短，很多语
言过渡，细节处理不够到位，对课堂的把控也不是太精准，
没有时间进行书写指导，以后还得要好好把控课堂，在预设
上下更大的精力。我的辅导老师安慰我说教学就是一门遗憾
的艺术，有了不足才会让自己更优秀，更加充满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