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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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篇一

课前以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生“口味”的童话故事引入新
课，并和学生一起创编故事情节，让学生也很快地融入到口
语交际的氛围中，学生很快地融入角色，进入了交际的语境
中。不再是以往的一味由老师讲述故事情节，学生单纯地听。
“请小花猫你来说”“请小花狗你来说”“如果你是小花狗
你会怎么说”学生在课堂中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

二、多种形式地说，让学生全员参与

课堂中不再是只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出现更多的是学
生与学生单个的交流、学生与好朋友之间群体的交流、单个
学生与全班同学的交流。与好朋友之间一起表演故事情节、
对同学的发言和表演进行点评每个学生在课中都能有话说，
有话想说。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的口语交际了。

三、40分钟的课堂，全程关注

关注每个孩子，关注每个孩子的全过程。一堂短短的40分钟
的课，老师不仅关注的是这堂课中学生学会了多少，而更关
注的是这堂课中对学生后期发展有多大的帮助。学会对同学
的评价，学会在表演中的仪态、艺术，学会在别人讲话中认
真聆听很多不是这一堂课能反映到的，但吴老师真正做到了，
40分钟的教学不仅教会知识，还教会学习和处事。



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篇二

金鱼这一课教材在一课时中安排的内容比较的多！从鱼生活
的环境到观察鱼的身体及运动，再到观察鱼的吃食、排泄，
然后观察鱼的呼吸，最后比较蚂蚁和鱼的相同和不同，以指
导饲养小金鱼结束。如果不能够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整合，40
分钟的课堂将很难把握。觉得比较有效的教学思路和过程如
下：

直接接题――金鱼。接下来进入本课的重点环节――观察金
鱼，明确观察的要求非常的重要，我给孩子们提的要求是：
观察金鱼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上长着什么？怎样运动？花四
五分钟的时间观察后，交流完成对金鱼的身体及主要器官的
认识，（把学生不成熟的表达，用科学的语言整合。）然后
小结鱼的种类很多，但他们的基本身体特征都很相似！（完
成的'鱼的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建构）。

第二部分观察金鱼吃食与排泄，活动前强调这样几点：

1、放几粒鱼食

2、静静地观察鱼怎样吃食物？

3、找找鱼的粪便，从哪里排出？

这些细节的强调将有助于这个活动的高效。吃食是很快可以
完成的，但也有因为连续几个班一起上，有个别小组金鱼不
捕食。排泄粪便可没有那么巧了，请看到的小组来说一说。

第三部分观察金鱼的呼吸，这个活动我先介绍呼吸观察方法，
然后小组计时观察，小组内，一个同学记嘴的张开次数另一
位学生记腮开合次数。但实验中，不少金鱼运动中，难以记
录。但都能顺利得到鱼是在呼吸，不是在喝水。具体怎么呼
吸？在学生描述的基础上，我我已讲解的形式阐述了（教材



这里安排红墨水的实验强调了探究，但我在实施时发现问题
比较大，很难观察到理想的现象，反而容易造成错误引导。）
第五部分比较蚂蚁和金鱼的不同，学生能够总结出不少相同
与不同。

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篇三

《数金鱼》是二期课改小学语文第一册教材“读儿歌识字学
拼音”类型的课文。教学目标是能在课文的语言环境中认
读“金、水、五、六、七”5个生字；能认读单韵母；朗读儿
歌，做到不添字、不漏字、熟读成诵；认识笔画“竖弯”，
能在老师指导下描写“四、三、五”。低年级的学生天真活
泼、记忆力强、愿读肯说又敢想，对新鲜的事物充满着兴趣。
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教材特色，我在教学设计从几方面入
手：

一、识字为主，体现自主性。

在识字教学中，“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个字宝宝的？”让
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识字，会更好的提高其自学能力，
促其发展。

但在实际教学中，缺少了总结方法的环节。我应该在识字环
节结束后，帮助学生总结方法，如：去部首，认一认；加部
首，认一认；换部首，认一认；合起来，认一认；分析结构，
编儿歌，编字谜，读拼音；找好朋友等。方法的总结其实是
为学生自主识字提供基石。随着基本识字方法的掌握，便可
开始放手让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创造性的识字。

二、游戏为辅，强调趣味性。

游戏是低年级学生最喜闻乐见的，用游戏的形式巩固识字，
可以为学生营造融洽的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识
字充满乐趣。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学生



由于年龄比较小，能集中注意力听讲的时间很短暂。因此，
在教学中要经常变换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巩固识字练习，而
游戏则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本课教学中
设计了组词训练“一字开花”、“看谁反应快”，做到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充分调动学生的识字兴趣，使他们多种感官
同时参与识字活动，一边玩，一边学，整个拼音识字教学过
程就是教师有意识地在游戏中教，学生在无意识的游戏中学。

三、创编儿歌，注重拓展性。

对小学生进行说话训练是至关重要的。在教学时注重加强学
生的说话训练，使他们掌握说话这一人们赖以交际和沟通思
想的最常用、最快捷的工具。因此在本课教学的开始，“你
见过得金鱼什么样？”让学生进行一两句话的表达。教学拼
音时，又让学生进行看图创编儿歌，识记iuuuml；。学生潜能
得到了激发，学习兴趣更浓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兴
趣盎然中学有所获。

但前者实施后，学生的表达过于随意，思路比较局限，围绕
着金鱼的颜色、鳞片说而已，我觉得在说话之前，如果我做
一下引导提示或者做一下示范表达，学生的表达会更规范。

通过这节课，我对自己的拼音识字教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
相信在今后的教学中，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够更上一层楼，努
力达到叶老师课堂教学中那种“朴素扎实却又德育无痕”的
境界。

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篇四

童话故事总能唤起孩子的幻想和美梦。《格林童话》是世界
童话的经典之作，其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流传最广的
故事之一。渔夫和他的老太婆所经历的因贪欲过度而最终无
所获的故事，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下面我们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谈一下对本活动的理解和看法。



从教学策略来看，本次活动从幼儿生活经验导入――自主阅
读――理解阅读――情感升华，让幼儿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
来理解图画故事的意义，将幼儿引入文学欣赏的氛围，感受
阅读的快乐，最终形成自主思考。接着，通过展示与故事相
关的'图片，清楚地交代故事发展的过程。最后，请幼儿观察
每次渔夫去找金鱼时海面发生的变化，通过集体讨论，感受
故事中老太婆的贪婪。

从教学目标来看，本次活动的教学目标明确，所选内容以及
整个设计过程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活动环节清
晰，且层层递进。

整个活动，注重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主阅读能力的培
养，努力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让幼儿在良好的
氛围中感受到：想要得到什么，就应该付出，过度贪欲的结
果必定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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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金鱼教学反思篇五

小金鱼是学生们喜爱的小动物，但在饲养的过程中，经常会



发生小金鱼莫名其妙死亡的事件，使孩子们深感惋惜。《小
金鱼之死》就是以这样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来引出主题的，
并以此激发学生开展科学探究。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课的教学
任务，在课前布置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去访谈贩卖小金鱼的
商人；或者上网查询有关养小金鱼的有关资料。

接下来要验证猜想正确与否，就要经过查资料，实地调查等，
让学生先看看书上的有关资料卡片获取相关的知识，再让学
生以小组学习的形式进行交流、讨论，老师下去巡视参与到
小组学习当中去，了解学生的交流调查的情况，并选出做的
好小组。

然后，安排做的好的小组给全班的同学交流汇报下，接着播
放养鱼专家的建议的视频来验证学生交流调查的结果是不是
做到位了。（这里的小组在全班交流调查的情况，如果是实
地去调查了的，会有很明显不同于网上或课本上的资料的，
这正是本课生动有趣实在的地方，俗话说的好“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虽说网上也能查到一些资料，但网上说的
也不是全对的，不如实地调查可靠，有没有调查访谈为证。）

最后，教师引领学生找出造成小金鱼死亡的可能因素，并以
概念图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从诸多因素中提炼出一个可供研
究的“关于……的研究”的主题出来，以此增加学生科学研
究的成就感。

养小金鱼实地调查是学生走出校门的实践活动，需要社会各
界的大力帮助，通过课堂上学生反馈的情况来看，学生能够
获得许多养小金鱼的真知，说明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给予了
大量的帮助与支持。开始还担心学生不能顺利地进行这次活
动，后来看到学生的表现，发现并不是想像的那么难.只要学
生用心去做，收获还是挺多的。

学生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经历了社会实践活动，得出了一些
好的活动经验，掌握了一些新的学习方法。比如：有的学生



通过调查得知喂金鱼的食物还可以用芝麻来调制，不一定要
用专用的饲料；有的学生通过调查得知养小金鱼的自来水要
通过太阳光的曝晒二至三天以后才能用来养，并且还知道为
什么要这样做。有的学生通过调查得知小金鱼为什么会掉鳞
片，小金鱼的鳞片为什么会得白皮肤病等等。这些课外的知
识是书本上没有的，都是通过学生实地考查所获得的真知，
充分发挥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效能，充分体现了“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的高效课堂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