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 鱼游到纸上教学
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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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篇一

一、紧扣课题，激趣导入。

首先我从课题入手，上课开始我就设计问题：同学们，当你
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学生学
习的兴趣被激发了，随即引出“鱼怎么会游到纸上？是真的
游到了纸上吗？是谁让他游到了纸上？”让学生带着疑问初
读课文，感知课文，并进行探究。

二、品味语句、体会人物品质。

我在教学过程中能把握文章重点，体现语言文字的训练，特
别是朗读的训练，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

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巧设导语，精讲点拨，引导学生在品句
训练中逐步达到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体现了语言文字的训练。
从句子“哟，金鱼游到了他的纸上来啦！”引导学生体会这
句话中的“游”字可以感受年轻人鱼画得很逼真；从“哟”
字可以感受到小女孩的惊奇、惊喜。从“他老是一个人呆呆
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
说一句话。”从“老是、呆呆地、静静地”这几个词体会年
轻人的专注。并从“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那位青年在静静
地画画。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
下来，像姑娘绣花那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出



金鱼的动态，仿佛金鱼在纸上游动。”引导学生理解“一丝
不苟、工笔细描”，体会年轻人画鱼时的神态、动作。并通
过各种形式地朗读，让学生从语段中体会青年的专注。通过
朗读，读出青年的专注，读出青年的投入，学生也体会到了
聋哑青年的勤奋专注、执著追求的品质，并受到感染。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师生间的配合比较默契，但整个课堂气氛
感觉有点闷，师生之间有点拘谨，没能达到更好的活而和谐
的境界。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篇二

本文主要讲一位聋哑青年是如何观鱼画鱼的，赞美了他做事
一丝不苟、全神贯注、持之以恒的精神。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就是学习人物的精神品质，感悟作者是如何描写人物的外貌、
动作和神态的。

课堂上，我展示了几幅学生的国画作品，又展示了齐白石、
徐悲鸿等名家的画作，让学生讲解、体会国画的技法。如此
导入课堂，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拉近了学生与文本
的距离。

文中写青年“爱鱼到了忘我的境界”时，有这样几句
话：“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
水里游动，而且从来没说一句话”，观察金鱼入神着
迷；“有时工笔细描……仿佛金鱼在纸上游动”，作画时全
神贯注，一丝不苟，把金鱼画活了；“围观的人越来越
多……他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作画到了痴迷的境
界，物我两忘；“他似乎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每个
星期天都到玉泉来……忘了回家”，我引导学生抓住这几个
句子，反复朗读，体会青年看鱼画鱼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并联系上下文，通过解读这些句子具体的含义，体会到青年
人虽然聋哑，但专注和勤奋，这是他画的鱼之所以栩栩如生，
赢得了大家赞叹的原因。



以读促思：采用了多形式的朗读，如：体会“游”和“画”
时，对比朗读；边想象鱼的动态边扩展读；还原画面来的想
象读、配乐读等。在教学过程中还进行了学习方法和学习习
惯的渗透，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了发展。本
课的问题设计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给了学
生充分展示的空间。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篇三

1.激疑导入，明确学习目标。明确每课时的学习目标，让学
生心中有数，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又便于学生检查自己的
学习任务是否完成，这样把教路和学路有效地统一起来，取
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本课的目标是：（1）理解“举止特
别”“唯一”“忘我境界”“一丝不苟”等词语的意思。（2）
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聋哑青年的高贵品质。（3）学习作者积
累材料的方法。

3.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也是本课要解决的重、难
点问题，组织全体同学进行讨论，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
会，鼓励学生发表见解，并不强求答案一致，充分体现出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的指导思想。每个小组的代表把不懂的问题
提出来，这些问题具有共性，也是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巧
妙的是教师首先让学生自己把问题写在胶片上，自己走到前
面用投影仪放出问题；然后教师帮助学生梳理问题，把重复
的问题去掉；再启发学生按照课文内容叙述的先后，调整了
顺序。教师精心设计的.这个教学环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主体意识。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篇四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心智活动，
这是小学阅读的心理规律。阅读教学应顺应这一规律，让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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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审美乐趣。



课伊始，从题目入手引导复习：为什么说鱼游到了纸上？然
后根据学生的疑问，对不理解的共性问题引导读、悟：鱼怎
么游到纸上？为什么能游到纸上？鱼游到心里是什么意思？
鱼先游到心里和鱼游到了纸上两者是什么关系？以此来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真正发挥教师的引领
价值。

“教学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告诉，教学应该是一种过程的
经历、一种体验、一种感悟。（杜威语）”语文课还要上出
十足的语文味，这语文味就是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文字的训
练，即听、说、读、写的训练。这节课上，我通过抓住课文
中的关键词句，精心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去体会，
了解词语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培养敏锐的语感。如“静
静地看”一词组，先让学生说出什么是静静地看？联系自己
生活实际：你平时是怎样看鱼的？和你相比，青年的看显得
更加认真、更加专注、更加入神。通过对比，感受到词语的
内涵。在此基础上展开想象：这样静静地看，看到什么？想
到什么？带着想象，抓住“静静”读。学生轻松地感受到青
年的如痴如醉。又如，引导学生理解“工笔细描”和“挥笔
速写”时，我超越了单纯回忆生活经历的简单做法，要求学
生找到文中可以理解的词语去体会、去琢磨。这样真正立足
课文，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在体会青年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的基础上，再出示“鱼游到
了心里”，结合最后一段来理清两者的关系，此时有水到渠
成之感。先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再给学生充分发表独到
见解的同时，适时地利用关联词：“之所以……是因
为……”或“只有……才”来对这两句加以归纳。然后再问
课文学到这，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你想对谁说，说什么？
让学生对所感悟的内容有个总结，有个提升。

每一篇课文都是习作的范例。每篇课文的学习中都引导学生
了解、学习文章的表达方法，“厚积薄发”，到习作时才会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本课在学生感受到鱼栩栩如生后，引



导学生想象：这么活灵活现的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有
白发苍苍的小孩、有天真可爱的老人、有和蔼可亲的阿姨…
听！他们议论着、赞叹着……，你听到了吗？他们在说什么？
引导学生大胆地说，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用“（）的阿姨（）
地说：（）。”这样的句式写话。渗透习作中抓住人的外貌、
神态、语言写，同时让学生了解，这节课只是初步学习的，
今后的学习还要逐步深入学习积累材料的方法，写出更好的
文章来。

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反思篇五

1、在师生、生生互动中，引导学生对课文中看似无疑，其实
有疑之处进行生疑，从而触及学生“最近发展区”，引导他
们进入思维的高一级阶段，也就提高了学生质疑问题的能力。

2、问题提出来以后如何解决，引导学生认真读书，从具体的
语境中去找答案，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说自己的感悟，从
而又提高了学生的解疑能力。鼓励学生在读书中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从读书中解决问题，这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
长期坚持这样做，不仅能形成学生勇于探究的心理，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又教给了学生读书的方法，为学生的终生
学习奠定了的基础。

3、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合理。

在揭示课题时问学生：“鱼是在水里游，怎么会游到纸上
呢”并用彩色粉笔在“游”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个“…”符号，
留给学生一个悬念。在引导学生反复讨论、理解内容的基础
上，大屏幕显示出几条金鱼游动的姿态，教师边演示边做小
结。一个“游”字，画龙点睛，学生比较轻松地理解了“鱼
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同时悟出了课题
的深刻含义，水到渠成地归纳出中心思想。

4、加强了读的训练。



教学过程体现了语言文字的训练，特别是读的训练。自读课
文给以足够的时间，全体学生带着问题反复读书，边读边思，
真正地读书，不是走形式，培养了学生的读书能力和读书习
惯。当理解了内容，学生为聋哑青年忘我、专注的品质所感
染，情感的闸门打开的时候，教师适时地指导学生朗读，渲
染了气氛，加深了内容的理解，潜移默化地进行了思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