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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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一

《狐假虎威》是苏教版第四册的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
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
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自己并没有本事。
这样的课文，教学的重点放在哪儿？又该如何突破？想了又
想，觉得还是该回归“原始地带”——体验角色，深化情感。

语言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要让儿童真正理解语言，除了听一
听、看一看、摸一摸、嗅一嗅以外，还得让学生做一做。本
文中有好多词语的意思，学生是一知半解的。如“假、蒙、
窜……”我一直认为低年级的学生应养成的良好习惯，因为
能为我们的阅读教学“插上翅膀。”因此在课上，我让学生
独自查了“假、扯”的意思，并选出符合文意的正确解释。

情境表演是儿童最受欢迎的表现形式。《狐假虎威》是篇声
情并茂的文章，用表演的形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化
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教学课文的7-8小节时，我学着于永
正老师请5位学生分别戴上了老虎、狐狸、小鹿、兔子和野猪
的头饰表演，一位学生朗读课文，其余的学生当导演。学生
把狐狸的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的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表演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这也就反映出学生已经把课文
内容读懂了。

低年级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老虎告诉我：它在看看小动



物们是不是真的怕老虎。小鹿告诉我，它其实不怕狐狸，最
怕的是老虎。学生的回答对于寓意的理解已经势如破竹。

课上完了，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思考。.。.。.

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二

《狐假虎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课文共九个自然
段，讲的是一只狐狸借老虎的威风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课
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描写，形象生动，十分逼真。寓言往往
用虚构的简短的故事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或教训。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就像狐狸那样，借着别人的力量吓唬
人，其实自己并没有本事。寓言讽刺了仗势欺人者的奸诈狡
猾，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视线。
课文配有两幅插图，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本课语言生
动形象，非常适合学生朗读和表演，且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课文内容。

本节课，根据寓言故事的特点及本课的语言特色，教学中，
我以狐狸说的话为线索，我以读代讲，以读促学，同时让学
生在读中悟情理。引导学生自由阅读，自由表达，打好自主
学习语文的基础。因为低年级学生喜欢直观、形象、生动的
画面。为贴近学生实际，于是我采用观看插图，播放课件，
表演演示等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选择了加强读书训
练和字词句的基本功训练这一指导思想来备课，把指导学生
读书与加强字词句的基本功训练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反复诵
读中体验课文情境，感悟文章主要思想感情。因此本课我采
用诵读、表演、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课件为助，让学
生在生动、形象、愉悦的情境中品读、感悟课文，调动学生
学习的自觉性。在讲读课文的时候，充分利用朗读，使学生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懂得“狐假虎威”的意思，学生学得很
轻松。

1.本节课的教案准备充分，课堂环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重难点突出，有收有紧!

2.学生参与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充分调动了全体学生
的积极性，大家跃跃欲试。

3.以读促学，读中感悟。整堂课的教学环节都贯穿了读，学
生读书的时间比较充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基本上都是
从读中感悟出来的。

4.充分利用小组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让好生带动差生，人
人动口动脑动手，把课堂学习的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
成为课堂的主人，充分体现了课堂的主体性教学。

1.有个别学生表演时，表演不到位，所以引得其他人都笑，
课堂有点乱，通过引导，表演就比较到位。

2.课堂上时间分配不是很合适。由于在前面耽误的时间比较
多，所以续编故事的时候没有时间了，只能留到课后去完成。
其实可以把介绍寓言故事这个环节放在第一课时去讲，这样
就给第二课时留出一点时间。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重视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和点拨引导，
课堂上敢于放手让学生交流。另外，要善于发现学生充满童
趣的精彩语言，及时给予肯定，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自
由、愉快地参与口语交际，使他们乐于表达，使口语交际课
成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有目的、有层次的口语交流的过
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口
语交际能力。同时，要注重孩子的'写话能力培养，继续一年
级的好习惯，要求每个学生每周至少写一篇日记。在班级中
开设“妙笔生花”专栏，展示优秀习作，培养学生写话的兴
趣。



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三

在第一课时，我设计了一个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的环节：

生：敢！

师：那就先请大家准备一下吧！

······

生1：我最喜欢谢绍凡读的“茂密的森林”，觉得很神秘

生2：我最喜欢周浩源读的“狡猾的狐狸眼珠子骨碌一转，扯
着嗓子问老虎”好像狐狸正在我们眼前转折眼睛呢！

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篇四

这篇课文有很强的故事性，我在课堂上没有对课文内容进行
过多的分析和讲解，以看图、朗读、表演等方式展开教学活
动，并重点抓住几个词语，作为课文的主线。

两幅图生动有趣，学生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再看图，完全
能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针对“狐狸”，我抓住了“窜”、“骨碌一转”、“扯着嗓
子”、“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这些词语，训练学生朗
读的语感，并进行前后对比，突显狐狸的狡猾本性；针
对“老虎”，我抓住“愣”、“蒙”、“跟”三个字，表现
出它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的本质。学生通过对词语的理解，
展开朗读和想象，感悟课文内容。

在学生朗读和表演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减少拘束，我退出
讲台，指导学生进行评价，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的
评价中肯，朗读和表演也轻松随意，放得很开。



我在设计教案时，为了避免学生因为回答不上问题而设计了
很多的“台阶”，如：引出“窜”字时我问：狐狸是怎样经
过老虎身边的？这类问题似乎过于简单，而这样的问题一多，
步步将学生引入教师的预设，缩小了学生思考想象的空间，
也使得我的课有点流于表面的热闹，缺少对学生语文能力的
训练，此为我课后深感遗憾之处。

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五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欣赏童话故事，理解作品中人物的伤心、快乐的不
同的.情感。

2使幼儿懂得帮助别人和被别人帮助都是快乐的。

3学习作品中的对话：“大象，我的小花伞借给你，给你的挡
挡雨”。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欣赏并理解故事内容。

活动难点：学习对话。

活动准备：

图片：小猴大象熊乌龟兔子大树伞若干。实物小伞一把伤心
与高兴的表情图动物头饰若干。



活动过程：

一、出示实物伞，引入课题。

提问：这是什么？什么时候要用伞？你们喜欢下雨天撑着伞
在雨地里走来走去吗？可是有一只小动物一点也不喜欢下雨
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二、欣赏童话，教师演示教具。

幼儿练习对话，表现出小动物的热情及大象烦恼的语调。

提问：大象用朋友的伞了吗？

三、再次欣赏故事，感受伤心和快乐的不同情感。

1欣赏童话，带问题去听：大象没伞时的心情及有了大树伞后
大象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提问：下雨天，大象没伞时，心里感觉怎么样？是什么样的
表情呢？（出示表情图，幼儿模仿）

在平时遇到什么事情会让你伤心难过？

2大象有了大树伞心情是什么样的？送伞的小动物心情是怎样
的/为什么高兴？（出示表情图模仿）平时你遇到过什么高兴
的事？让幼儿知道帮助别人和被别人帮助都是快乐的。

四、师生共同戴头饰表演，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活动反思：

幼儿语言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语言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多
样化的语言教育活动，有利于促进幼儿口语的发展，语言技
巧的提高，情感的培养。介于这种情况，开展了此次活动



《送你一把伞》，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引导幼儿接触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
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感受故事中乐于助
人的情感。初步懂得适合自己的东西并不一定适合别人的道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