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同学录毕业赠言(优秀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燕子教学反思文库篇一

反思《燕子专列》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入研读文本，走进语言深处。

针对三年级教材特点，着重借助对“纷纷”、“一点不在
乎”等重点词语的理解组织教学。通过多种理解词语方法的
渗透，经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语文训练，包孕着丰厚的情感、
丰富的内涵，实现语言训练立体化，真正体现了语文教学工
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二、创设一个个情境使学生融入文中，把孩子们带进文中。

《新课标》要求：“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
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
阅读感受。”在学生理解政府号召居民拯救燕子时，让学生
当电台主持人、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居民救助燕
子；在感受小贝蒂一心救燕子时，让学生看图说说贝蒂的动
作、神情她好象在说些什么？在送燕子的站台上，让学生想
象，假如你就是车厢里的一只幸福的小燕子，你想对送行的
人说些什么？如果你是送行的居民，你又会对小燕子说些什
么？这些情境使学生更快的融入课文中，感受到人和动物间
的美好情意，充分理解了课文。这些动情的语言把孩子们引
入了课文中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激动着，感受着主人翁的



感受。这样就少了一些生硬的剖析，增加一些语文味。

三、注重对学生情感的关注，营造了一个“情感的课
堂”、“感悟的课堂”、“对话的课堂”。

摒弃了繁琐的分析，将静态的文字链接成动人的情境，在反
复品读中丰富着语言的内涵，丰富着人物的精神，丰富着学
生的人生体验。引导学生于潜移默化中修身化性，于文字品
味中弘扬人文精神。

四、整个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读书方法，如做批注、画重
点句子、圈重点词。

五、运用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在读中不断加深对课文的
理解。

让每一次读都有目的性，每一次读都有收获，每一次读都能
使自己与文章的情感更贴近。这样多种形式的读，不仅培养
了学生的朗读能力，而且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
习的积极性。六、整节课围绕“爱”之主题构建课堂，理解
层层推进，情感步步升华。课堂教学结构疏密有致、粗细结
合。对整个教材的处理新颖、简洁、深刻。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教学密度比较大，课堂前半部分
上得比较快，引导学生感悟、朗读不够扎实，我觉得上课时
应多关注学生学习的状况，根据课堂上生成的情景，推动教
学的进程。视学生的学情，一边上课，一边调控、创造、发
展、适应。对学生各方面了解得越充分，教学的主动性就越
大。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认真钻研教材，整合课程资源，
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

燕子教学反思文库篇二

《燕子专列》是一篇歌颂人对动物的爱心故事.燕子在瑞士遇



到了麻烦,瑞士人为了救燕子,全民出动,派出专列,把燕子送
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学习这篇课文,我从调动学生情感入手,先是我感情朗读,然后
让学生谈谈听后的心情，把文中引起心情变化的句子找出来.
然后谈自己的体会.在进行燕子遇到麻烦的朗读指导时,重点
让学生想象自己看到的情景，引起心中对燕子的怜惜之情.

这次公开课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不过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

1《燕子专列》是三年级下册第二组以爱护环境为专题的一组
课文中的其中一篇精读课文。这篇课文讲述的是和燕子有关
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反映了人与动物之间......

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直奔主题，教会学
生“点”“线”“面”。首先牵出文章的主线，以线贯穿全
文，再抓住“点”与“面”中重点词理解和体会，感受文章
中所蕴涵的......

一、“阅读”的层次要清晰把教学感受深刻、有创意、效果
好或失败的课例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的喜人变化如实
准确地记录下来，并分析、研究这些案例可......

燕子教学反思文库篇三

周三，我和学生学习了《燕子专列》。在上周结束的第一单
元的《燕子》教学后，学生对小燕子的可爱机灵已经非常熟
悉。此时正值春天，小燕子又是春天的使者，是为春天增添
生机和活力的小精灵。可是在这篇课文中，燕子却坐上了专
列，怎么回事呢？课堂开始，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一石
激起千层浪，学生迫不及待的去到课文中去找原因，学习的
兴趣盎然。



读完课文后，学生交流起来热火朝天。我引导学生用几个词
来概括燕子遇到的困难。学生很自然的找到了“气温骤降、
风雪不止、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学生你说我听，不同意见
来补充。接着，我引导学生想象：假如情况继续进行，会发
生怎样的后果？学生体会到成千上万的燕子很可能就全都死
在瑞士，瑞士境内将到处是燕子的尸体，这种情况让人惨不
忍睹，痛彻心扉……在学生小小的童心里是不能容忍这种情
况发生的。我接着补充，瑞士政府和人民是怎样做的？学生
找到瑞士政府的行动，找到瑞士人民的行动，感受瑞士人民
对燕子的救护是多么的及时，彻底，这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
相处的典型例子。

在引导学生感受瑞士人民对燕子的救护时，我抓了关键词语如
“纷纷”“到处”“踏着”、“冒着”、“顶着“这几个词
语，引导学生想像都有哪些人走出家门，学生交流“有老人，
孩子，妈妈，青年教师工人律师……”各行各行，男女老少，
这只庞大的救护队，是前所未有的'团队，他们不怕严寒，不
严困难，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拯救燕子。这种人类爱鸟的
举动深深地打动着孩子。这时我的教学目标就顺利达成了。

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字中出生入死，死去活来，是我作为语文
老师的责任和义务，我深深地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愿意和孩
子们享受在文字中穿梭，积累的快乐，也愿意看到孩子们在
语文课堂上积极交流，插上想像的翅膀，在文字中纵横驰骋。

我愿意，我幸福，我快乐！

燕子教学反思文库篇四

上周，我接受了中心学校对我们中层管理干部的课堂考评，
当时我执教的是《燕子专列》第二课时。这课时的主要内容
是通过品读课文，感受人们爱护燕子、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
感情。为了达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我设计了这样两处合作
探究：



1、在燕子濒临死亡时刻，瑞士政府作出了什么决定？为什么
说作出这个决定真了不起？

2、居民们是怎样做的，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小贝蒂是怎么
做的，谈谈让你感动的地方。最后，设计了一个课堂练习，
写一写你想对贝蒂说的话。上完之后，我有以下感受：

成功之处：

（一）、合作探究点设计得比较恰当。学生经过这两次探究
学习，对文本内容理解得比较到位，而且这几个探究问题既
能让学生认真思考，又能让同学们都有话可说。

（二）、电子导学课件设计得比较详细，尤其是每一环节的
学习方法指导比较细致。怎样读课文、怎样批画、怎样交流
都有明确的提示。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做到有条不紊。

（三）、小组合作学习的规范基本训练到位。经过一个多学
期的培训，同学们已经能够按照“独学－交流－展示”的模
式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每一个同学都能在组内发言，也能对
别人的发言进行一定的评价。

（四）、教学中关注了全体学生，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展示时既考虑了合作学习完成得最快的小组，也考虑了学习
速度较慢的小组。课堂中我尽量把评价的机会让给同学，做
到以评促学，以评促思。

不足之处：1、朗读的训练不够充分，没有形成组间pk的氛围。
这节课上，我的设计是将第三自然段作为训练朗读的重点段，
通过个人读－评价－组间赛读的方式来进行。而在课堂中，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在评价之后让全班齐读了一遍就草
草收场，没有达到训练的目的。

2、学生的评价语言过于单调，不能做到评价具体化。当后一



个同学（小组）对前一个同学（小组）进行评价时，往往都
是公式化的“我认为xx说（读）得很好，我想补充一点”。
听起来似乎有了一个评价，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是无效的。
说得好，好在哪里；说得不好，不足之处是什么。只有学生
说清楚了，才是真正的听清了别人的答案，并经过自己的思
考之后的评价。这一点，我在以后的课堂中要及时地指导学
生并进行适当的示范。

燕子教学反思文库篇五

这篇课文进述的是有一年春天，欧洲的瑞士气温骤降，风雪
不止。从南方飞回北方的燕子经过瑞士，因找不到食物，饥
寒交迫，濒临死亡。瑞士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呼吁人们寻
找冻僵的燕子，将它们送到车站，并用带有空调的列车将这
些燕子送到了温暖的地方。

首先，“燕子专列”这个题目就给人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怎么还有燕子乘坐的“专列”呢?作者这样独特的视角激起读
者疑惑，引发阅读的兴趣。我的教学也顺从了作者的意图，
从课题入手质疑激趣。通过课前对学生的学情分析，学生
对“专列”这个词会比较陌生，所以，课上我先让学生说一
说对这个词的理解，然后借助直观的图片，让学生明白
了“专列”的意思。扫清了词语障碍，学生的疑问也就顺势
产生。

其次，《语文课程标准》第二学段中指出“阅读是一种个性
化的行为。自读、自悟是阅读的基础。”因此，我充分尊重
学生对于文本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在“聚焦麻烦”这一教学
环节中，从感受入手，进行词语教学。每一个词语教学的手
段采用了不同的引导，意在渗透词语理解的方法。“气温骤
降”学生从词语的字面意思推测出了当年瑞士这个春天温度
突然将到了多少度，老师再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去印证自己
的推测，这正是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方法的渗透。“跋涉”
这个词语对于学生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借助“说文解字”



促使学生在古代汉字书写与现代汉字书写相联系，从而了
解“跋涉”这个词语的意思，然后激发学生的想象空间，在
想象燕子长途跋涉飞过哪些地方中感受“长途跋涉”所表达
的路途的遥远与艰辛。学生在词语的理解中自然的感受到了
这些词语表情达意的作用。在阅读教学中还要让学生充分地
读，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
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所以，每个
教学环节我都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情感后，请他们通过自己
的朗读把这种情感传达出来，学生的朗读也得到了提升，是
真正的有感而发。

另外，《课程标准》中还指出要遵循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
在阅读和口语交际的发展上下功夫。所以这节课我学生有了
阅读感受的基础上，我又设计了一个口语交际的环节，意在
不仅让学生理解“呼吁”这个词，而且还要对刚才的阅读学
习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学生在试当播音员的过程中，尝试把
刚刚学习的词语用在播音中，还通过口语表达传递了自己爱
护鸟类的心声，更加学会了用自己饱含真情的、富有号召力
的语言来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爱鸟的行动中。

在这次的赛课中，让我收获很多。正确把握学段目标去设计
课堂教学，从学生的需要入手去指导课堂教学，全面的学情
分析来提升课堂教学，这样的课堂教学才会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