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 斑羚飞渡语文教
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篇一

本堂课设计思路是：在学生阅读课文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感
知课文内容，合作探究五个问题，从而使学生从斑羚飞渡中
得到启示，探究动物身上折射的可贵的品质，观察人性亮点
的失落，理解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斑羚飞渡》一文描写的是一群被逼至绝境的斑羚，为了赢
得种群的生存机会，用牺牲一半换取另一半的方法摆脱困境
的壮举。斑羚在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
精神，会让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受到精神的震撼，会启
发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万物共生的世界。课堂教学中，只要抓
住这根主线，让学生充分认识、理解动物身上体现出的闪光
点，作者将这个故事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把动物的行
为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非常新颖和动人的，教
学时应引导学生重点理解作品的主旨，作为人类的一员，既
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

这一教学设计，就是抓住了文章的主旨，让学生在整体感悟
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探究，便于学生理解课文，提高学生认
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达到学习本文的目的。

在合作探究的问题设计上，重点让学生理解斑羚飞渡的现实
意义和给人类的启示，让学生通过读课文，将课本中的知识
内化成自己的知识，从而使他们得到情感上的升华。然后再



让学生找出一些自然界的类似的感人事例或言论，让学生充
分认识到自然界生物生存的依据及规律。问题４的设计，将
动物与人类对照起来，找出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对学生一
次人性化教育，让学生懂得生命的意义，人性的亮点和生命
光彩应该是什么？从而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应该和动物和谐相
处，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课设计，更重要一点就是让学生便于理解：人与动物矛盾
冲突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在原始部落时代，人们追杀猎物
是为了生存，而时代发慌到今天，人们再肆意捕杀猎物，只
能是为了金钱，为了欲望。动物的凶残，只是为了繁衍生存，
这正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异。“斑羚飞渡”的壮举正是
这一矛盾的有力体现。

这篇课文结构简单，学生便于理解，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淡
化了结构分析，也淡化了作者写作思路上的分析。本设计，
也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对一篇课文，只要让学生理解
课文中心，抓住某一点，对课文中某一点有所感悟和启发，
就达到了语文教学的目的。

在设计中，让学生最后写一段话，谈谈你对斑羚飞渡的看法，
首先这是贯彻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写”这个字上来，语文
教学的目的就是听说读写。其实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
读完一篇文章后，让学生动笔，使学生有感而发，便于提出
学生的写作能力。其次，通过写看法，也是提高学生情感认
识能力，让学生充分认识斑羚的精神所在，作者写作的意图，
对学生无疑是一次思想教育。

从教学效果去看，学生能充分把握文章的主旨，提高自己的
认识能力。有的学生写出很精彩的启示：有的学生提出了斑
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人类更应该和谐相处；有的的
学生引申到人类的战争是一种自相残杀的行为，应该消灭人
类的战争；有的学生认为，人类应该更加珍爱与我们相处的
动物，我们应保护好动物生存的环境，这样也就是保护我们



人类自己。

总之，这堂课的设计，既体现出语文教学的目的，又培养了
学生的情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篇二

由温中教育集团组织的这次教学研讨课的机会对每一个集团
内的教师来说都显得弥足珍贵，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拿出一堂
好课来，每个参赛教师都面临着极大压力，但俗话说得好：
有了压力，人才能进步。我坚信这一点。

课前我们语文组一同设计教案，希望在教学时完成三个教学
目标，即

1、训练整体把握课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2、体会本文详略得当的叙述与具体生动的`描写。

3、理解斑羚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激发学生关爱动
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为了很好的完成以上教学目标，我对应设计了

1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2整体感知，理解大意；

3合作探究，研读赏析；

4拓展延伸，感悟情感四个主要的教学环节。虽然经过了精心
准备，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还是有一点遗憾。

1、语文课的趣味性稍差一点；



2、学生的朗读稍显不足；

3、教师如何在贯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同时收
放自如，如何在交流时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适当调控。这是
一个重要问题。这堂课由于对学生的活动时间没有调控好，
导致后面的一个教学环节没有完成。

总之，不仅仅是这节课，在我的以后的整个教学生涯中，都
要不断的向优秀老师学习，反思自己的教学，让自己能够不
断的进步！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篇三

由温中教育集团组织的这次教学研讨课的机会对每一个集团
内的教师来说都显得弥足珍贵，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拿出一堂
好课来，每个参赛教师都面临着极大压力，但俗话说得好：
有了压力，人才能进步。我坚信这一点。

课前我们语文组一同设计教案，希望在教学时完成三个教学
目标，即

1、训练整体把握课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2、体会本文详略得当的叙述与具体生动的描写。

3、理解斑羚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激发学生关爱动
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为了很好的完成以上教学目标，我对应设计了

1、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2、整体感知，理解大意；



3、合作探究，研读赏析；

拓展延伸，感悟情感四个主要的教学环节。虽然经过了精心
准备，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还是有一点遗憾。

1、语文课的趣味性稍差一点；

2、学生的朗读稍显不足；

3、教师如何在贯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同时收
放自如，如何在交流时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适当调控。这是
一个重要问题。这堂课由于对学生的活动时间没有调控好，
导致后面的一个教学环节没有完成。

总之，不仅仅是这节课，在我的以后的'整个教学生涯中，都
要不断的向优秀老师学习，反思自己的教学，让自己能够不
断的进步！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篇四

1、全班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按文章所示的斑羚飞渡的四个
过程（身陷绝境——峰回路转——斑羚飞渡——走向深渊）。

2、朗读课文，叙述课文内容。

提出问题，分组讨论回答：

1、从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飞渡过程中，你获得了哪些启示？

2、你是否再找出一些有关自然界的类似的'感人事例或言论、
文章来，讲述给同学们听？

3、动物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可贵品质在我们人类身上是否也
有所体现？试举例说明。



写一段话，谈谈你对斑羚的看法。 教学反思：

本堂课设计思路是：在学生阅读课文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感
知课文内容，合作探究五个问题，从而使学生从斑羚飞渡中
得到启示，探究动物身上折射的可贵的品质，观察人性亮点
的失落，理解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斑羚飞渡》一文描写的是一群被逼至绝境的斑羚，为了赢
得种群的生存机会，用牺牲一半换取另一半的方法摆脱困境
的壮举。斑羚在危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
精神，会让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受到精神的震撼，会启
发人们重新认识这个万物共生的世界。课堂教学中，只要抓
住这根主线，让学生充分认识、理解动物身上体现出的闪光
点，作者将这个故事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把动物的行
为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非常新颖和动人的，教
学时应引导学生重点理解作品的主旨，作为人类的一员，既
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

这一教学设计，就是抓住了文章的主旨，让学生在整体感悟
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探究，便于学生理解课文，提高学生认
识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达到学习本文的目的。

在合作探究的问题设计上，重点让学生理解斑羚飞渡的现实
意义和给人类的启示，让学生通过读课文，将课本中的知识
内化成自己的知识，从而使他们得到情感上的升华。

斑羚飞渡教案板书设计篇五

首先谈谈我我在《斑羚飞渡》的教学过程中的设计思路：以
感人的故事蚁国的故事导入，激发学生情感，锻炼学生口头
说话能力。在简介斑羚之后，学生自由浏览课文，在整体感
知的基础上，找出自己认为最精彩最感人的高潮段落。在初
步交流后，学生即能得出“第一对斑羚成功试跳”是最精彩
的段落，然后对此段进行精彩研读。在研读过程中，采取朗



读，小组合作，师生共同探究的形式，交流品评课文的基本
思路。然后，以点带面，对全文感情较深的语句进行深情朗
读，有效点评，交流合作，充分感受课文语言的精彩，场面
的悲壮，最终归纳出斑羚的精神。即“斑羚群体的自我牺牲
精神、团队精神等”。并由此揭示本文的主旨。拓展延伸阶
段，设计了两个说话练习，“猎人我想对你说——”“小斑
羚我想对你说——”学生围绕此问题展开发挥，教师对学生
进行“学习斑羚精神”、“珍爱生命”、“关爱动物”方面
的德育教育。最后，布置课外作业。

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不如意。教学是
遗憾的艺术，遗憾之外，更需反思。

反思一：要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构建充满活力的课堂

对于上语文课，营造轻松、愉悦、充满活力的课堂氛围尤为
重要。在这节课中，我总觉得课堂气氛不活跃、缺乏活力。
怎样才能让课堂充满活力、情趣和智慧呢？我课下反思，觉
得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1、老师教态及说话要自然。优质课展评，教师往往太过重视，
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及课堂语言。一旦使用不灵活，师生之间
的情感沟通便达不成共鸣。我上课开始时，便出现了这种情
况。幸好及时的进行了调整。因而，教师要面带微笑进课堂，
给学生亲善、和蔼之感。且莫紧张、严肃，让学生觉得教师
严厉，不好接近。借班上课还要注意课前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交流中要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增进师生之间的了解，捕捉学
生的闪光点，表扬和赞赏学生，以便增强学生参与课堂学习
活动的主动性和自信力。另外，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的表现要有鼓励性的评价。

2、精心设计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中“动”起来。

这节课试讲时，我没有充分发挥小组的作用，朗读方式单调，



课堂死气沉沉的。正式讲课时，我设计了四个环节的小组交
流活动，及时总结交流收获，并且安排了齐读，单人读，口
头语言表达训练多种形式的学生活动，让学生动脑、动手、
动耳、动口，让学生在课堂中“动”起来。

反思二：教师如何在贯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
同时收放自如，如何在交流时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适当调控。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斑羚飞渡》这篇文章中，我在“研讨
赏析”这一环节中设计了一个大问题，即“文中什么地方最
让你感动？为什么？结合语言赏评，期待着在学生自由交流
的同时能引出一系列有关问题，但有时学生先说出的不一定
是教师所期待的，或先谈出了适合总结性归纳的部分，这时
该怎么办？课后我想，若在交流之前适当地限定范围，比如
说可以问学生：“文中哪些艺术形象和情节是最重要的？”
学生说出后再说：“谁找出的是有关镰刀头羊的句子？”教
师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提示和追问。这样就会大大降低
教师调控的难度。

反思三：课件的使用要以实用为主。我设计的课件由开始
的21张，减到后来的14张，反复备课过程中，仔细斟酌，又
减到了现在的8张。连我起初最喜爱的flsh动画都毫不留情的
删减掉了。由此，我总结出一堂好课，关键是教给了学生什
么，并不是课件设计的多么精美，一个原则，实用就是好的。

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生命与灵魂的一面镜子，也是教师和
学生的一段生命历程。同时，每一堂课都是师生人生中美好
的记忆，都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因为锻炼是财富，成功
是经验，遗憾是艺术，我将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反思，改进，
提高，努力构建和谐的语文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