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狗教学设计(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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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狗教学设计篇一

从前有一个小狗，它的汪汪声不见了！

一天狗来到农场，开始哞哞叫，一只牛走过来说：“狗不是
哞哞叫的”“可是我的汪汪声不见了，你能帮我找回来
吗？”他们在牛棚里没找到。

一会，他开始呃啊呃啊的叫，两只鹅走过来说：“狗子不是
呃啊呃啊的叫。”“可是我都汪汪声不见了，你能帮我找回
来吗？”他们在鹅舍里面没有找到。

最后，他听到三只狗汪汪地叫，他终于学会了狗叫，他还学
会了哞哞叫，呃啊呃呃啊叫，他可厉害了！

小狗教学设计篇二

身为一名到岗不久的老师，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课堂教学，
写教学反思能总结我们的教学经验，那么教学反思应该怎么
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小狗包弟教学反思，
欢迎大家分享。

上完《小狗包弟》，我长舒口气“我的熬煎终于结束了。”
可是从上周三以来，我每天都会想起备课上课的点滴，想起
老师们恳切细致的评课议课。想起刚刚开始的“高中语文教



学生涯”，我明白了其实我只是战战兢兢地迈出了第一步。
现将《小狗包弟》教后反思的几个方面整理如下。

1、关于文本的核心价值

在初中教学时，我曾有过一个困惑：为什么每一届的教学中，
我都做了一定的反思、调整，有的课文已经能够“摆脱”教
参的束缚，讲出自己的特色了，而学生的掌握和落实，反而
不如上一届讲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呢？回忆《小
狗包弟》的备课过程，我不是不知道“反思”“悲悯情
怀”“对自己的深刻解剖”“良知”是本文的情感落脚点，
可我幼稚地认为这样的经典篇目，应该上出点“新意”。而
课堂结束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初中教学时学生给
我“一届不如一届”的感觉，其实和我这次课赛教学设计的
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我关注的是“与别人不同”、“与上
一届不同”，却忘了对于每一届的学生来说，这都是他们第
一次接触课文，甚至有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接触这一篇课文，
那么，我怎么能为了枝叶的一点“创新”，砍斫了最重要
的“根本”呢？核心价值是每一篇课文设计的着力点。

2、教师的情感投入

教学时，肢体语言的欠缺单一和语调的过分平稳是我工作以
来很多老师都给我提出过的问题，我也一直有意提醒自
己，“投入再投入一些”，甚至“夸张再夸张一点”，说实
话，和从前的自己相比，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节课堂上，
反思我自己的情感，还是处于投入和抽离的反复中。在对文
字内容的解读中，我能够进入到课文和课堂上，可是抬头一
看到听课老师举起的相机，心里又会“咯噔”一下跳脱出来。
自己的情绪不能自始至终沉浸在文本和课堂本身，这样必然
会影响到学生。“在意”的心情应该放在课前，课后，在课
堂上，应该是一种“忘怀”。

3、文本的解读和教学的取舍



《小狗包弟》教学所呈现出来的课堂，深度不够，厚度不够，
和我所提的问题过于细碎，局部，解读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再经典的课文，终究有一个课时安排的限制，更何况一个课
时完成《小狗包弟》这样包容着语言、情感、思考极大张力
和深度的经典篇目。课堂不是用来呈现我自己对课文解读多
认真，多细致的过程，而是通过教师的思考和整合，推动学
生感知和思考，激发课后进一步阅读和发现的智慧。认真阅
读，那是一名好读者；陪伴学生发现和挖掘，才是一名教师
更重要的职责。

4、真心地感激自己的学生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平台是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所期盼和呼唤的。
没有学生参与体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就不会有深层次
的师生互动，更谈不上学生的发展和语文素养的提高。在新
课程理念指导下，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合作沟通的空间，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参与。以学生的问题和回答为带动点，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充分发挥师生的互动性，并把它作
为推进教学进程、解决课堂疑难的策略和方式。这本来是我
设计时理想中的课堂。在教学的过程中，我真心感觉到罗老
师评课时说到的“学生真的不容易”。学生的发言面是很广
的，也看得出他们课前的预习仔细而充分。可是课后再梳理
他们的发言，多数都是课前准备课堂呈现，他们努力地搜索
自己的“库存”，从里面挑选出符合我的设问的答案，满足
我这个上帝般的“顾客”。真正在这个课堂上的生成，不是
没有，但是我为了环节的流畅，并没有很好地抓住，更缺乏
相机的推进。真诚地感激这些孩子，十六岁的学生，课前
的“威逼利诱”其实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的努力配合，说
肤浅些是“给我面子”，可我认为这是学生对老师的理解和
支持，面对这些我甚至还叫不全名字的新鲜的面孔，心里涌
起的是深深的感动，语文，真的是学生和教师两个生命的相
互成全。要对得起他们的真诚和良善，这是我最朴素和真实
的心声。



周老师说“相逢是首歌”，衷心感谢走进我的生命，让我收
获平静、喜悦和充实的缘分和情义，谢谢每一位家人。

小狗教学设计篇三

狗跑，跑，跑，遇到了农夫。

“你怎么办？单击“我不会叫的。”“哦？好吧，那我带你
回家，你跟我家小狗学吧，那声音真响亮，很干净利
落。“所以他和农民们回家了。到农民家的时候，它吓了一
跳。这不就是嘲笑那条狗的狗吗？那只狗也面对面地急忙
说“对不起”，小狗也笑了。它以那只狗为它的老师，教它，
那只狗欣然答应了。它每天练习有一天，它真的很像，它准
备说再见。(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离别名言)那条狗和
农民都舍不得放开它，从此它成了农民的宠物，每天摇着尾
巴问候客人，那条狗不再冷嘲热讽，每天都幸福地成为“幸
福的狗”。

小狗教学设计篇四

狗跑啊跑啊它遇上一个农民。

农民说：“欢迎你到我家住。”小狗说：“可是我不会
叫。”农民说：“那也没关系有坏人来了你不叫就扑上去咬
他！”

小狗被农民带回了家。在农民家里它认识了好多小动物比如：
小牛、小马、小猪……

他们每天在一起快乐的玩耍还发明了一个有趣的游戏叫“泥
场大战”每一只动物都会用自己的方法来丢泥巴。有时农民
也会加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小狗渐渐忘记了不会叫的烦恼。



直到这一天农民下地干活了一个小偷开门进了农民的房子。
小狗见了眼珠一转学起了小公鸡的叫声。小偷听了心
想：“去偷只鸡吃也不错啊！”可是这个叫声一会儿在草丛
里一会儿在石头后面搞得小偷团团转始终找不到鸡。

小偷放弃抓鸡进了房间准备偷东西。小狗急了拼尽全力“汪
汪”叫了两声。听到小狗的叫声其他小动物迅速跑了过来大
家围着小偷一个劲地咬、啄、用角顶还用泥巴来丢小偷……
小偷害怕地逃走了。

农夫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直夸小狗聪明小狗听了开心地一个劲
儿摇尾巴美滋滋地想：“我终于学会叫了以后我要更用心地
帮助大家！”

小狗教学设计篇五

长过程中的一段心路历程，不同形象暗示了形形色色的人所
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而三种结局则提示了不同的人生态
度会造就不同的人生之路。故事暗示“小狗终于成为真正的
狗，找回迷失的自我”的主题。童话以现实为基础，幽默地
展示现实中某些现象，使人们在笑声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本课教学“课堂小结”这一环节中，我考虑到思维的发散性，
于是要求学生说说“读了这则童话后的收获和感受”，要求从
“小狗、小公鸡、狐狸、杜鹃、猎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
感悟，学生说出很多令我始料不及的答案，真正做到了发散
思维的目的。

回顾本课教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本文作者虽然为这则童话主人公就设计了三种结局，并且让
学生说说：你认为哪种结局更好一些，为什么？但是学生的
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统一，都认为第三种结局更好一些，对于
其他的结局，即使有的同学能想出，篇幅也是很短，或者照



搬课本中的情节，没有创新。

小狗教学设计篇六

狗跑啊跑啊它碰上了一个农民。

农民抬头看了看小狗兴高采烈地说：“啊哈一只小狗欢迎你
来我家住吧!”小狗害羞地说：“但是我不会叫我怕你嫌弃我。
”农夫回答：“没关系你帮我抓鸡贼吧。你躲在鸡舍下边贼
来了你找准时机狠狠咬他一口。”小狗点点头说：“好好!”
于是它摇着尾巴和农民回家了。

回到农庄其他动物见小狗待人和善便和它交朋友并教给它很
多捉贼的方法。

一天晚上一个瘦长的身影翻过木栅栏闪到鸡舍门口撩起门帘
正想抓农场里的'产蛋鸡。忽然那个贼感觉好像有人在他腿上
砍了一刀似的回头一看呀是小狗!小狗松开嘴大声喊：“大家
快抓贼!”动物们混乱起来农场主拿着竹竿骑着马跑过来问小
狗：“没少什么吧?”小狗回答：“没有。”

那个贼回到老巢对同伴们说：“以后别去那个有鸡和狗的农
庄去偷鸡了因为那有狗而且它很狡滑它不叫直接绕到你后面
咬你的腿!”听了这番话他们再也不敢去农庄了。

从此农庄里不来贼了动物们都能安心地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