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协议有法律约束力吗 战略合作协
议(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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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猫的教学反思篇一

《猫》一文是著名作家老舍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观察大黄
猫的神态、动作，倾听猫的叫声以及小猫的淘气来表达对猫
的一片喜爱之情，把猫的古怪性格及小猫的可爱形象描写得
栩栩如生。

在研读教材时我发现，这篇课文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每段都
紧紧围绕总起句进行具体描述，语言精当，层次分明，上下
连贯，结构严谨而且在遣词造句的运用上也十分生动和生活
化，妙趣横生。因此我认为教学这篇课文就要根据其自身的
特点，抓住总起句，层层深入，环环紧扣，如同剥竹笋一样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在学习课文的同时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
方面的扎实训练，引导学生鉴赏和品味语言的精妙之处，以
期达到“加强基础培养能力”的目的。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主要抓住以下三个环节：

1、找出总起句并理解句意。

2、课文围绕总起句写了哪些内容？是怎么写这些内容的

该把学生总结出来的词即时写于黑板。在教学过程中，自我
感觉激情不足，声调过于低沉平缓，不够抑扬顿挫，对学生



的表扬的力度和方式也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些问题，在今后
的教学中我会更加注意改正，做到更好。

猫的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猫的性格古怪。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教学重、难点：

体会并朗读出猫的古怪性格教学方法：讲授法、启发法教学
时间：一课时教学过程：

1、同学们，老舍先生笔下那只可爱淘气的小猫你们喜欢吗？
让我们一起回忆它的可爱与淘气。

2、学生齐读课文第四自然段。

3、老师还根据这段内容编了一首儿歌呢：课件出示

猫儿猫儿真有趣，又可爱来又淘气，爱到院里做游戏，什么
都是好玩具，枝折花落人不气，生气勃勃惹人喜。

4、学生自由读、齐读。

5、一直可爱的小猫，全身洋溢着淘气与生气，它长大后会是
怎样的表现？

1、自由朗读课文1~3自然段，思考：这三个自然段式围绕那
句话写的？

2、学生自由读课文，反馈：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1）、
理解“古怪”（奇怪）（2）、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3、猫的性格古怪在哪里呢？请同学们默读1~3自然段，想一
想，说一说。

4、根据刚才的交流填空：

猫的性格古怪，主要表现在：它（老实）却又贪玩；贪玩却又
（尽职）;胆小却又（勇猛）；高兴时，（温柔可亲），不高
兴时，（一声不吭）。

（1）反馈（2）齐读

6、教师小结：老实——贪玩——尽职;胆小却又勇猛；高兴
时，温柔可亲，不高兴时，一声不吭，这三方面极端矛盾的
体现，充分说明这是一只“古怪”的猫。

7、你们想不想去看看老实的猫、贪玩的猫、胆小的猫等等，
它是什么样？出示图片，引导学生去看。

1、老实

（1）从文中找出描写猫“老实”的语句：

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
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2）学生说自己的
理解，抓住“成天”，理解“成天”（3）指名有感情地读这
段话，读出猫的老实。

2、贪玩

（2）、“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学会说说都有
谁会呼唤它，会怎样呼唤，猫的表现又是怎样。（3）用“任
凭也”说句子。（4）再读读这段话，读出猫的贪玩。

3、尽职



3、温柔可亲——一声不吭（1）、“蹭”

学生用动作表示蹭。练习说话：小猫一边蹭一边说（3）叫声
变化多端

（4）“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也一声不出。”这只猫一会高
兴，一会生气，真是一只古怪的猫。

4、胆小——勇猛

(1)创设情景，体会猫的胆小(2)模仿蛇与猫的对话：

蛇威风凛凛地说：“快让开，我可是剧毒无比的眼镜蛇。猫
毫不示弱道：“。”(3)再读这段话，体会猫的古怪。

5、大家带着自己的感情把这三段文字再读一读，说说这只古
怪的猫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古怪、可爱）

1、那只淘气可爱的小猫，老舍先生很是疼爱，那长大了的猫，
老舍先生喜欢吗？青葱文中找出证据。（“非把老鼠等出来
不可”：作者对猫的喜爱和赞美“几朵小梅花”等等，只要
言之有理即可）

2、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
那么，猫对主人有没有感情？（“蹭”）

1、人爱猫，猫亲人，真是其乐融融啊！你能用你的朗读表现
他们之间的感情吗？

2、根据“性格古怪的猫”的内容编写一首儿歌。

六、板书设计猫

老实——贪玩——尽职人猫



性格古怪温柔可亲——一声不吭爱亲胆小——勇猛猫人

15.《猫》教学反思

老舍先生笔下的猫性格古怪、可爱、淘气，非常惹人喜爱。
整篇文章都洋溢着浓浓的“人爱猫、猫亲人”的情感，非常
和谐，让人感觉非常清新。第一课时，在研讨字词的同时，
引导学生通过联系生活以及展开想象等方式具体感知小猫的
可爱淘气，感受了老舍先生对小猫的深深的喜爱之情。

《猫》的第二课时教学主要围绕“猫的性格是在有些古
怪。”这句话展开。猫的性格古怪主要表现在三个矛盾点上：
一是猫老实却又贪玩，贪玩却又尽职；二是猫高兴时，温柔
可亲，不高兴时，一声不出；三是有时胆小无比，有时却又
勇猛无比。通过这三个对比感受猫的“古怪”。

猫的教学反思篇三

小班幼儿的思维正处于直觉行动思维向具体形象思维过度的
时期，他们情感外露，不稳定，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小班幼
儿基本掌握了走,跑、跳，爬等基本动作技能。但是他们的动
作仍然不够协调和平稳。根据小班孩子年龄特点，设置的游
戏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情景性，才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这就
需要老师创设一定的活动氛围。《老猫睡觉醒不了》这个户
外游戏活动，主要是通过故事情景，贯穿整个游戏。让每个
幼儿都能始终保持以愉快的情绪积极主动的参与，真正做到
玩中学，学中乐。

我们首先要从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与认知程度出发，抓住他
们对小动物的浓厚兴趣的特点，老师当“猫妈妈”，幼儿
当“小猫”，游戏前可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吸引住孩子，把游
戏儿歌发挥成故事，通过故事让孩子知道找不到“小
猫”，“猫妈妈”会很着急；离开了“猫妈妈”，“小猫”
会很危险。听到“猫妈妈”的叫声，该怎么办呢？大家来学



一学吧。诱发了孩子的兴趣，接下来老师也无须介绍游戏规
则了。

在游戏过程中如还未达到预设的运动量时，就可以改变游戏
情节，告诉小猫们：“不好啦，打雷啦！”“快点跟猫妈妈
跑回家！” 提高了跑的速度，在快速跑的过程中孩子的情绪
被调动起来，从而达到了游戏的运动量，取得了科学的锻炼
身体的预期效果。

作为老师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力，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来应付
突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如：对跑回来的孩子说：“不好啦，
我丢了一只小猫，你们少了一个弟弟，让我们一起把它喊出
来吧！”于是大猫和小猫一起喊“猫弟弟，快出来吧！”在
这样的情绪感染下，他一定会跑到妈妈身边来的。

在反思过程中，我再次认识到：无论哪个游戏，我们都要充
分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把孩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还是不
断挖掘游戏其内在的有意义的教育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孩
子得以成长和发展。

猫的教学反思篇四

《他得的红圈圈最多》一课中"每次写字，邓小平爷爷都能按
先生的要求去做，所以，他得的红圈圈最多。"这句话是重点
句子，不但要指导学生朗读好这个长句子，还要理解邓小平
爷爷写字是怎样"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在教学时，我提出了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先生的要求是
什么吗?"我本以为学生能够很轻松的理解，他们会立刻回出
写字方面的要求。谁知道孩子们小手举得高高的，回答的却
都是"好好上课""积极发言""不搞小动作""听老师的话"。 听
了几个孩子的发言，我知道，孩子们走进误区了。我便及时
地加以引导：



"我们平时写字，老师对你们都有什么要求?"这是联系生活实
际来领悟。

学生很快?隽耍?;身要正，肩要平，臂要开，足要安。握笔姿
势要正确，眼睛离书和本子一尺远。"

"那么怀素是怎样写字的呢?"这是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理解
新知识。

"怀素写字非常认真，他总是先看清字的形状，记住字的笔顺，
再一笔一划照着写。""那么我们课文中先生又是怎样教小学
生写毛笔字的呢?到课文中找一找。"这是联系上下文进行理
解。

学生很快找出："先生要孩子们先用纸蒙着字帖描，等练熟了，
再照着字帖写。"

"同学们，这就是邓小平爷爷写字时，先生对他们的要求。"

经过这样的点拨和引导，学生终于走出理解的误区，真正理
解了"先生的要求"的真正含义。

教学中提倡发挥学生的主体，但适当的点拨也是必要的。

猫的教学反思篇五

《兔与猫》一课是通过引导学生对兔和猫的身体外形特点、
繁殖方式、生活习性等方面的观察，认识兔和猫身体外形、
繁殖方式、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特点，再通过比较、归纳，寻
找哺乳动物的共同特征，认识哺乳动物。

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兔和猫的身体外形、繁殖方式、生活习
性等方面一些图片，先引导学生逐步观察兔的身体分几部分？
各部分有什么特点？身体表面有什么？小动物是哪里来的？



小动物吃什么长大的？兔喜欢吃什么食物？怎样运动等等。
再引导学生逐步观察猫的身体分几部分？各部分有什么特点？
身体表面有什么？小动物是哪里来的？小动物吃什么长大的？
猫喜欢吃什么食物？怎样运动等等。然后让学生比较兔和猫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寻找哺育动物的共同特征，建立哺育动
物的概念，最后应用哺育动物的概念，认识、判断各种动物，
哪些动物是哺育动物。

教学过程要有利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要以“探究为核
心”，让学生成为“科学学习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开
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