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优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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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篇一

在学校教务处领导的组织下，举办了一次语文和数学优质课
的评比。参赛的老师们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在课堂中都展现
了各自的课堂教学风采。此次采用的是全新的评比方法。课
堂录像，评委课堂听课，然后又一个一个录像观看点评。这
样，让每个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上课的风格，同时也能发现
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所执教的课文内容是《小公鸡和小鸭子》，这是一篇浅显
易懂的童话故事，课文讲的是小公鸡和小鸭子一起玩，小公
鸡捉虫给小鸭子吃，小鸭子想捉鱼给小公鸡吃，小鸭子在小
公鸡落水时救小公鸡的故事。层次清晰、叙事完整、情节生
动，字里行间表达着伙伴间互相帮助、友好相处的情感，内
容很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孩子们学起来特别感兴趣。
上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本班学生的情况，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一堂课下来，有
收获如下：

成功的课前导入能使课堂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错，
要想成功的做好课前导入，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想尽各种有
趣的办法来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我根据低年级孩子的年龄
特点，课前首先向孩子们说清采取发大红花，大金花来奖励
课堂表现好孩子，如“孩子们，看看老师今天给你们带什么



礼物来了？”我一边问一边拿着大金花和大红花的手举起来
展示给孩子们看，孩子们都异口同声的惊叹：“哇，好漂亮
啊！”随后我说清课堂中领取礼物要求之后，孩子们立马安
安静静，端端正正地做好在自己的座位上，孩子们为了得到
老师的大话奖励，整堂课都能按老师的要求，自觉遵守课堂
纪律，并能在课堂中积极思考，争先恐后的举手回答问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
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来指导学生
识写生字。”在识字巩固环节中，我设计了摘苹果的识字游
戏，用部件组合的方法进行教学，还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
法来识记生字，孩子们都懂的用加一加、减一减、编儿歌等
多种方法来识记生字，形式活泼多样，让学生记忆深刻。

在这个教学环节中，首先我引导学生观察小鸡和小鸭有什么
不同，为孩子们对理解课文中发生的故事做好铺垫，然后再
提几个关键问题，如：小公鸡和小鸭子来到了什么地方？小
鸭子为什么做不到虫子？小公鸡为小鸭子做了什么？等问题
引导学生读课文，再抓住课文重点的句子词语帮助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最后，再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
读。教学活动中我自始至终都把学生放在主题地位，在教师
的引导下，让学生观察、思考比较，自由朗读，体验情感。
以达到阅读训练的目的。

本堂课虽然取得以上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在对学生回答进行评价时，有些评价语还不够准确恰当；
在进行小组讨论时，我的时间没有把握好，导致教学超时，
课堂效率不够高，还有在课堂中，自生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在以后的教学中，都有待改进。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篇二

在学校教务处领导的组织下，举办了一次语文和数学优质课
的评比。参赛的老师们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在课堂中都展现



了各自的课堂教学风采。此次采用的是全新的评比方法。课
堂录像，评委课堂听课，然后又一个一个录像观看点评。这
样，让每个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上课的风格，同时也能发现
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所执教的课文内容是《小公鸡和小鸭子》，这是一篇浅显
易懂的童话故事，课文讲的是小公鸡和小鸭子一起玩，小公
鸡捉虫给小鸭子吃，小鸭子想捉鱼给小公鸡吃，小鸭子在小
公鸡落水时救小公鸡的故事。层次清晰、叙事完整、情节生
动，字里行间表达着伙伴间互相帮助、友好相处的情感，内
容很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孩子们学起来特别感兴趣。
上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本班学生的情况，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一堂课下来，有
收获如下：

1、创设导入情境，激发孩子的兴趣

成功的课前导入能使课堂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错，
要想成功的做好课前导入，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想尽各种有
趣的办法来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我根据低年级孩子的年龄
特点，课前首先向孩子们说清采取发大红花，大金花来奖励
课堂表现好孩子，如“孩子们，看看老师今天给你们带什么
礼物来了？”我一边问一边拿着大金花和大红花的手举起来
展示给孩子们看，孩子们都异口同声的惊叹：“哇，好漂亮
啊！”随后我说清课堂中领取礼物要求之后，孩子们立马安
安静静，端端正正地做好在自己的座位上，孩子们为了得到
老师的大话奖励，整堂课都能按老师的要求，自觉遵守课堂
纪律，并能在课堂中积极思考，争先恐后的举手回答问题。

2、多种方法指导学生识字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
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来指导学生
识写生字。”在识字巩固环节中，我设计了摘苹果的识字游



戏，用部件组合的方法进行教学，还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
法来识记生字，孩子们都懂的用加一加、减一减、编儿歌等
多种方法来识记生字，形式活泼多样，让学生记忆深刻。

3、图文结合，抓住重点词句，多读多思，突出教学特色

在这个教学环节中，首先我引导学生观察小鸡和小鸭有什么
不同，为孩子们对理解课文中发生的故事做好铺垫，然后再
提几个关键问题，如：小公鸡和小鸭子来到了什么地方？小
鸭子为什么做不到虫子？小公鸡为小鸭子做了什么？等问题
引导学生读课文，再抓住课文重点的句子词语帮助学生理解
课文内容。最后，再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
读。教学活动中我自始至终都把学生放在主题地位，在教师
的引导下，让学生观察、思考比较，自由朗读，体验情感。
以达到阅读训练的目的。

本堂课虽然取得以上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在对学生回答进行评价时，有些评价语还不够准确恰当；
在进行小组讨论时，我的时间没有把握好，导致教学超时，
课堂效率不够高，还有在课堂中，自生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在以后的教学中，都有待改进。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篇三

一、说教材：

本文是部编人教版一年级语文下册《小公鸡和小鸭子》一篇
十分有趣的小童话。篇幅对一年级学生来说虽有点长，但内
容通俗易懂，故事性、可读性强。课文通过角色对话，让学
生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因此，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多种方式
读课文，读中想象，读中思考，读中感悟，不仅懂得小公鸡
和小鸭子的不同习性，还能体会小公鸡和小鸭子之间的团结
友爱，互相帮助，从而受到启发，懂得关爱他人，帮助他人。



二、教学反思

这节课的情感体悟到位，通过创设情境，学生戴头饰进行角
色扮演，在朗读和表演中体会小公鸡捉虫子跟小鸭子吃、小
鸭子在小公鸡落水时救小公鸡这种伙伴之间相互帮助、友好
相处的.情感。但本节课也有许多不足，需要自己及时反思，
及时改正。不足如下：

1、学生思维还是没有打开，没有我想象中的活跃。平时上课
过于依赖教材，导致学生思维呆板。

2、教学设计备好了，但是自己却不熟悉，到了课堂上更多的
是临场反应。

3、学生情景表演的时候，我应该放音乐，然后配音。效果会
更好。

4、三个教学片断可以在精简一点，有的问题显得反复了。

5、个别生表演时应带动作先指导，再让学生表演。

6、评价形式过于单一，以后评价学生应该多样化。

7、朗读训练太少，少数学生有拖音现象，在以后的教学过程
中多应指导学生朗读。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篇四

《小公鸡和小鸭子》是一篇浅显易懂的童话故事，课文讲的
是小公鸡和小鸭子一起玩，小公鸡捉虫给小鸭子吃，小鸭子
想捉鱼给小公鸡吃，小鸭子在小公鸡落水时救小公鸡的故事。
内容有趣，充满童趣。

成功之处：在本课的生字教学环节，我运用多种方式指导学



生识写生字，利用小组合作领读生字，在检查预习的同时也
巩固了生字遵循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原则，随文识字，把
识字解词、读句学文有机地结合起来。课上注意渗透一些识
字知识和识字方法，如“加一加”、“换一换”等方法，将
生字放入句子中练读，让学生与生字反复见面，从整体上把
握字形，让学生记忆更加深刻。

在教学过程中我创设体验情境，让学生戴上头饰扮演小公鸡
和小鸭子，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活动，果然，
学生热情高涨，课堂气氛很活跃。抓住重点句“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进行朗读指导，通过教师范读、
同桌合作表演读、男女生分角色朗读等多种朗读训练，读好
小公鸡和小鸭子的对话，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就更深了，
语言表达能力也强了。

不足之处：写字指导不足，时间用时少，所以学生的书写不
太扎实。

一年级小公鸡和小鸭子教学反思篇五

（一）理解课文内容，懂得伙伴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二）读懂句子，理解词语。

（三）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一）读懂句子，理解词语。

（二）学习按思考题读懂课文内容。

（一）复习生字导入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小公鸡和小鸭子》这篇课文，上节课
我们初读了课文，认识了12个我会认的生字，书写了4个我会



写的生字。这会生字宝宝又要和同学们见面了，我们来玩一个
“小鸭子学游泳”的游戏。开火车读生字。

（二）多种形式朗读课文。

1.扫清了字词障碍，读课文就更容易了。这篇课文一共有几
个自然段？（4个自然段），

2.请两位同学分别来读一二自然段。其他同学来评价。学生
互评，教师评价。

3.幻灯片出示：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同学读
出了什么样的感觉？生：高兴，开心。除了高兴、开心欢还
可以换成什么词语呢？生回答。

（三）分角色阅读第三自然段。

1.小公鸡和小鸭子来到了小河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老
师和同学们分角色朗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老师读旁白，男
生读小鸭子，女生读小公鸡。

2.师生再次合作朗读，只读小鸭子和小公鸡说得话，老师读
小鸭子的话，学生读小公鸡说得话。

4.幻灯片出示：小公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

小公鸡跟在小丫子后面买也下了水。

谁能带上动作上讲台读一读这两句话，教师适当点拨，（读
的轻轻的）

5.小公鸡下水会发生什么事呢？一起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

出示：小鸭子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



小鸭子游到小公鸡身边。谁能通过朗读读出它们的不同。教
师点评。你们有没有发现句子加上修饰语，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得不一样了。请你们给下面这句话加上修饰语。幻灯片出
示：1、树叶落下来了。2、小朋友在做游戏。学生试说，教
师点评。

6.你们能否给课题加一个修饰语，小公鸡和小鸭子是一对的
好朋友。学生试说。教师板书：互帮互助。

7.生字宝宝又要和同学们见面了，出示“也”“他”“地”
让学生说说他们在田字格里的位置。教师示范，学生书写，
教师展示书写优秀的作品。

（四）作业：把今天学习的小公鸡和小鸭子这个故事讲给你
的爸爸妈妈听。

（五）教学反思

本文成功之处：

1.教态是值得肯定的，提问题、和学生互动、与学生对话，
等等，都很自然，笑容可掬。学生也表现出了真感情。

2.预先设计的几个问题引导，也很成功。学生学得也很快乐。

3.课堂气氛很活跃，我采取了开头和结尾都动起来的形式。

不足之处：

1.写字教学时不要贪多，注意“也”在田字格的位置，把好
的字展示出来，也可以把不好的字展示出来，带着学生纠正。

2.“欢”字不好理解，为了突破难点，可以让学生做动作来
理解。



3.的、地、得可以给学生渗透着讲讲他们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