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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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一

认识猫头鹰，在猜谜语的环节后增加一环节，让幼儿来介绍
介绍他们从各种渠道获取的关于猫头鹰的知识，有从动物园
看到的、电视上看到的、科普书上介绍的，先听孩子们讲讲，
可以了解他们的已有经验，在从他们的已有经验出发，拓展
知识，使课堂上的学习更高效。比如，孩子们知道猫头鹰的
嘴巴是短短的、弯弯的、尖尖的，那就不必多讲了；知道猫
头鹰以鼠为主食，便可拓展猫头鹰“吐食”的生活习性，拓
展猫头鹰一个夏天的捕鼠的数量，了解猫头鹰是益鸟，我们
要保护起来等。在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生成，虽然可能破
坏了活动本身的结构，但显得逻辑自然，也更符合孩子们的.
兴趣所在。

在活动中生成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鸟是益鸟？部分孩子认
为凶猛的就不是益鸟了。拓展知识：能除害虫、传播花粉、
保证生态系统正常运作、腐食性的鸟类帮助清除自然垃圾、
粪便肥田、海鸥、信天翁等为航船指引方向、林鸟常常见到
蛇等发出警示鸣叫可以帮助猎人、从鸟鸣可以判断天气、为
牧场的牛羊除去体表的寄生虫、传播种子、丰富ren类的精神
生活、为人类带来感官愉悦等等能给人以方便和帮助的便是
益鸟。

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第三节课的602班是我本课执教的第一个班。执教过程中，



我发现本课的重点分析“为何三角形比正方形稳定”时，学
生并不能明白在支点上用力，位于相邻两边上的力是如何作
用的。于是，在短短的10分钟课间我马上反思，想到让学生
用手臂模拟三角形和正方形，让他们切身感受力在各边的传
递情况。第四节课的教学效果相当明显，学生感受深刻。但
是，在三角形的第三边与正方形的对边上的力的传递却无法
用此模拟实验。

本课《做框架》有一个“做”字，但是在40分钟的时间里，
对于6年级的孩子做成一个框架时间是大大不够的，许多在教
学本课的教师处理方法一般专门设置一堂课进行。本人在教
学过程中的处理方法是在“固定正方形”实验中以4人为一小
组制作，接下来的做一个立体的稳固正方形时，让三个小组
拼接起来做一个正方体。三个组的结合节省了材料、时间，
科学课上容易出现的问题节迎刃而解了。

同样在602班的教学中发现，有的孩子在用16根木棍、8根皮
筋拼装框架时非常注重方法：

一、先拼接成两个对角有支撑物的正方形（先拼接好一个对
边）；

二、有的先以一根皮筋为主，将最多根的木棍缠在一起（先
拼接好一个定点）。

或许我们可以在活动中渗透拼接的智慧方法。同时，我也存
在顾虑：这样会不会把孩子们的思维限制死板了，制约了他
们自身的能力发挥，毕竟，这两种方法在我没有介绍的情况
下他们自主探究出来的。出于小学科学是一种启蒙式的教学，
我想采取折中的方法，先放手让学生们自己尝试，做完之后
在点播，既不制约也开拓思维。

小学科学《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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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在整理自己物品的时候，看见了一幅画。仔细一看，
竟然还是我七岁半的时候画的。上面画着贝贝，画画时的.情
景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的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为奥运会征集绘画作品的活动，
于是我拿出奥运吉祥物，同时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画了起
来。我先画好了它头上的冠，可真不容易啊！先画贝贝头上
的玉环，再画他头上的波纹，最后再画他头上的玉珠。玉环
和玉珠还算好画，但波浪不容易，我画了一次又一次，擦到
纸都快破了才满意。

之后画脸，最后画身体。画完之后，我高兴的笑了。我又再
上边歪歪斜斜的写了四个字――“我是贝贝”，更得意了。
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无邪呀！为了永远记住我小时候的
天真无邪，我把它珍藏了起来，作为永远的留念。

这幅画，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往事。童真、童趣，在什么时候
都是那么重要。



六年级:崔雪晨

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篇四

《让猫头鹰好好睡觉》是一篇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童
话故事。主要介绍了猫头鹰的生活习性，告诉孩子们猫头鹰
是捕捉田鼠的能手，是人类的朋友。全文共分六个自然段，
以小黄莺与老黄莺对话为主，写了小黄莺的心理变化过程。
第一自然段写小黄莺一早起来，就快乐地唱歌；二三自然段
写小黄莺不听老黄莺的劝告，坚持要闹醒白天还在睡觉的猫
头鹰；第四自然段写老黄莺制止了小黄莺的行为，并向小黄
莺介绍了猫头鹰的工作，生活习性；第五六自然段些小黄莺
理解了猫头鹰，十分懂事的和小伙伴一起飞走了。通过对话，
勾画出小黄莺活泼，直率，顽皮和懂道理的鲜明个性。

课文内容生动有趣，浅显易懂。文中对话较多，小黄莺极富
个性的语言很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容易激起儿童的共鸣，
在教学本课的生字时，用“加一加”的方法识记本课的生字，
例如“吵”字，口加少等于吵，还可以用吵架的时候需要张
口这种方法识记，所以“吵”是口字旁；写“灭”字时，可
以让学生想象将一层东西压在火上，火就会熄灭。

在教学本课课文时，采用一读代讲的.方法，让学生多读，读
出自己的感受，体会小黄莺的心理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感
受到小黄莺的鲜明个性。教学是师生双方的交流，但学生是
教学的主体，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看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
对小学生来讲，如果能采用一种调动其积极性教学方法，将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动，有一种先天
的表演欲望，我在教学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教学
本课的时候，有意识的把小黄莺快乐地在枝头上唱歌，老黄
莺急得轻声叫的样子等带上动作，表情让孩子们更好地去理
解课文。课后，同学们还不停地将课堂上学到的动作表演来
表演去。



可见，课堂的内容已以一种生动可见的形式深入孩子的心灵。
我想，在今后的教学中，要让孩子们多表演。

猫头鹰简笔画教学反思篇五

《春》是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写景抒情的经典散文。本文在
盼――绘――颂的抒情中描绘了心中的春，与朱先生的其他
散文相比风格上有较大的变化。在教学设想中，首先理清了
本文的内涵：写景抒情散文、朱自清、《背影》、纪实散文，
本文是一篇由妙词、佳句、锦段构成的《春》是朱自清先生
的一篇写景抒情的经典散文。本文在盼――绘――颂的抒情
中描绘了心中的春，与朱先生的其他散文相比风格上有较大
的变化。

在教学设想中，首先理清了本文的内涵：写景抒情散文、朱
自清、《背影》、纪实散文，本文是一篇由妙词、佳句、锦
段构成的美文。从字方面来说文中多音字多。如：涨、散、
藏、和、晕等。从词的角度讲，文中语言使用准确而妥贴。
有大量的雅词。很值得学生去体会和积累。从句方面讲，文
中大量使用了修辞，如比喻、拟人、排比等。如：比喻共用
了八处之多。从段落布局讲，各段落之间安排整齐有序。如：
最后三段用三个比喻句来歌功春，表现出春的新、美、力。
单独成段构思巧妙。对于这类文学性文章的学习，个人认为
应上文学欣赏课：让学生学会欣赏至关重要。用品、背写来
体会、感悟其美及美有何处、为何美。调动听、说、读、写
各种能力来学习，同时在学习中锻炼、提高能力。

所以在教学中设计了两课时:一是品读课;一是背读课.意在使
学生学有所得.得到一种能力,得到一种欣赏文学的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在起初的教学设计中的一些问题：一、
品读活动中，把整文交给学生去品词、品句、品段的处理过
于急功近利，过于粗糙。如能做以下的调整、细化则更好，
学生所得则更多、更深，分四人小组，每组自由选写草、花、



风、雨、人的图景来进行品读活动效果更好。二、在进行问
题设计时，有几句话表述不够严密，使学生的思路发生了偏
斜。不易于课堂练习的进行。所以在设计时一定要细心。三、
品读活动中的理解活动，两个问题的设计偏难。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下一些问题：

一、对时间分配不够合理，担心教学内容完不成，有些前紧
后松，许多还可以深入理解的内容不够透彻。

二、课上对课文的朗读还不够充分，朗读课文的形式比较单
一，在品读活动中，把整文交给学生去品词、品句、品段的
处理过于粗略。还要采取单人读、小组读、男生读、女声读
及自由朗读的形式，在读中达到声如耳闻，形如目睹，景如
亲临，情同身受的迷人的意境。

这次，我的教学设计尽可能围绕着新课程所倡导的来实施，
那就是：阅读是学生的个体行为，不应该以老师的分析来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老
师巧妙地设计，创造性地拓展延伸，引导学生积累知识，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给学生创设心灵的自由，学生就可以
展开联想，想象的翅膀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这些方面的反
思知识自己的浅薄的认识，不当之处还请领导和老师们批评
指正。

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写景抒情的经典散文。翻到这课书，我好
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既熟悉又亲切。我又一次带领学生
感受作者清新优美的语言，欣赏大地春回的动人景象，体会
春天所带来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希望。

在教学设想中，我首先理清了本文的内涵：本文是一篇由妙
词、佳句、锦段构成的美文。从词的角度讲，文中语言使用
准确而妥贴，很值得学生去体会和积累。从句方面讲，文中
大量使用了修辞，如比喻、拟人、排比等。从段落布局讲，



各段落之间安排整齐有序。如：最后三段用三个比喻句来歌
功春，表现出春的新、美、力。单独成段构思巧妙。对于这
类文学性文章的学习，本人认为应上文学欣赏课：让学生学
会欣赏至关重要。用品、背写来体会、感悟其美及美有何处、
为何美。调动听、说、读、写各种能力来学习，同时在学习
中锻炼、提高能力，得到一种欣赏文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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