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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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是略读课文，反思这一课，觉得有几点设计的还不
错。

1、导读很重要。

我是这样导读的，“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说过谎
吗?说谎有什么危害吗?”(说谎欺骗了别人，伤害了别
人)。“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个人，他也说了谎，但他却没伤害
到别人，为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读课文，注意生字词，把课
文读通。”(对于略读课文，我认为学生阅读兴趣的激发显得
尤为重要，因此，我设计了这一导读。其实有很多好的导读
方法，但我觉得略读课文的导读不宜太繁，毕竟时间要留给
学生。)

2、设计了一个好问题。

学生读了课文后，读出残疾青年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我
顺势提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其实会读书的同
学能从课文中发现蛛丝马迹，会发现摊主的心思，找找看，
同时写上自己的体会”学生再读课文思考，划出相关句子，
词语。(略读课文要给孩子充分读的时间，但并不是说，有时
间给孩子就行了，老师要给予适当的点拨。我觉得我这个问
题的设计就选准了学生自己学习的切入点，)

3、设计了小练笔



学生抓住重点词句交流，朗读，当一切真相大白时，两位主
人公心灵相通了，学生也与文中的主人公心灵相通了，我看
到了几位学生眼含泪花，看得出学生内心表达的冲动，于是，
我设计了这样的小练笔：

(1)小作者扭头冲了出来，偎在残疾青年轮椅边，他没有哭，
他在想_____________(我觉得进行小练笔的时机掌握很重要。
“情动”而“辞发”，这时要给他写的机会，让他内心的情
感，让文章的情感涌出纸外。)

(2)仿照课文描写人物的方法，写一段通顺的话。

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略读课文《别饿坏了这匹马》，
这篇课文是我们通过集体备课后我按照要求上的一节课。教
师完全放手，整节课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其实这种说法
和做法大纲一直是这样要求的，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
课前我总结了前一篇课文的学习方法，然后对学生说假如你
是一名老师，你要让学生弄懂哪些问题。怎么才能让他们弄
懂。首先让学生自主学习课文，然后分小组交流，在交流的
过程中，让小组相互提问解答，把不能解答的问题由小组长
写在纸上,然后集体来讨论。

前面几个环节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讨论的也很激烈，自己解
决了不少问题。看着学生在书上的批注，我感到很满意。可
出现的.问题是在集体讨论上，一个学生提出了不解的问题，
有同学帮他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当了不光荣的“第三
者”横擦一脚，学生的鼻子又被我牵着走。

学生回答后，我又引着他们回答，没有真正的放开，没能达
到集体备课时要求的个目标，效果。课后，我们年级组的成
员在一起讨论、反思，他们告诉我，我的引导要让学生来问
答，学生问，学生答，让他们思考，交流，甚至是争辩，最



后得出结论。而不是我去引导问答，我就缺少了这样一个一
问一答个过程，所以课堂少了那么一点光环。是啊，这样的
课堂才真正是学生的课堂，才真正的是自然生成的课堂,充分
发挥了互助小组的作用,让学生学会合作.虽有遗憾，但也有
让我感到得意之处。在课文的最后，我认为进行小练笔的时
机已经到了，我接着学生的话，让学生续写了一个场景，引：
小作者扭头冲了出来，偎在残疾青年轮椅边，他没有哭，他
在想_______，______。“情动”而“辞发”，在短短五分钟
内，学生发自内心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感人，当场让几位学生
读了他的小笔，集体帮他们修改,效果很好。

夜已深了，我打了个哈欠，睡吧!明天要用十二分热情迎接如
花的笑脸。

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篇三

《别饿坏了那匹马》是一片略读课文，全文线索清晰，课堂
上，我围绕课文中几次写到“别饿坏了那匹马”的用意是什
么开展教学。到学生交流到第三次：“我”对青年说“别饿
坏了这匹马”这一片段时，学生交流如下：

…………

生：文中多次提到“别饿坏了那匹马”，其实并没有马存在，
是青年为了让我安心的看书，而撒了谎。

生：这是一个善良的人编织的美丽谎言。

生：马是青年欺骗我的，是为了帮助我，让我安心地读书，
马是不存在的。

学生从人物的细节描写上已经感受到了人物的品质，我想可
以进入下一环节的学习了。只是下意识地又问了一句“同意
他所说的吗?”全班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意。”但在同



时有一个声音响起：“老师，我还有补充”。于是，我示意
让他讲下去。

“其实文中的马是存在的”。当他这句话一出口，马上有许
多人表示反对。我示意大家安静，听听他的见解是什么样的。
“其实，文中的“马”与“我”是有关系的。“我”就是那匹
“马”，一匹需要知识的“马”，青年说“别饿坏了那匹
马”其实也就是别饿坏了“我”这匹需要知识滋养的马。”
话音未落，我就听到几位同学恍然大悟地“哦”了起来，接
着就响起了响亮的掌声，我也趁机表扬了他。

顺势，我让学生想象，“我”看到那堆枯黄的马草还会想写
什么呢?进行一个心里描写的小练笔。学生不仅联系全文的内
容发展来写，许多人也都结合了“别饿坏了那匹马”的理解
来写。

课堂上一个不经意的引导，却将学生的理解推向了更高的层
次。如果少了这份补充，课堂也乏味了许多。真可见，有时
来源于学生课堂上生成的资源，把握好它，对教学的帮助课
真不小啊。

篇二教学反思

《别饿坏了那匹马》我已经是第二次教学，感受颇多，下面
将自己的一点收获与困惑反思如下：

一、得意之笔：

我一直把独立阅读课文定位于通向课外阅读的桥梁，让孩子
掌握一些课外阅读的方法，培养孩子独立阅读的能力，既不
把它当作精读文章一般细品，也不因为不考就不教，而是把
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联系起来。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学
习作者是怎样围绕主题内容，用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提高
学生的作文水平，但这只是纸上谈兵，要把知识化为能力非



多写不可。这学期，我就经常在教完一篇有特色的课文后，
就要求同学们进行一次小练笔，运用所学到的写作方法进行
练习。如学完了《别饿坏了那匹马》教完后，我叫学生
以“谎言”为题，写随笔。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作者的那种
谋篇布局的巧妙，引导学生要把作文写得有趣味，要有波折，
不能平铺直叙，效果不错。

二、遗憾之处：

其实这不只是今天的发现，好多次学习或阅读这一类极具感
染力的文章时，总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学生缺少一点什么，本
来我以为这一些文章会触及孩子心灵最柔软的那块的，可是
他们漠然的神色让我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三、一点思考：

作为教师，应该反省了，对学生来说，得到的不仅要是知识，
而且更重要的还有求知欲的满足和思维习惯的培养，思维能
力的提高。教学就是教会自学，教会自学就是教会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我们真的应该相信学生，想学生所想，培养学生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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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篇四

《别饿坏了那匹马》我已经是第二次教学，感受颇多，下面
将自己的一点收获与困惑反思如下：

一、得意之笔：

我一直把独立阅读课文定位于通向课外阅读的桥梁，让孩子
掌握一些课外阅读的方法，培养孩子独立阅读的能力，既不
把它当作精读文章一般细品，也不因为不考就不教，而是把
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联系起来。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学
习作者是怎样围绕主题内容，用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提高
学生的作文水平，但这只是纸上谈兵，要把知识化为能力非
多写不可。这学期，我就经常在教完一篇有特色的课文后，
就要求同学们进行一次小练笔，运用所学到的`写作方法进行
练习。如学完了《别饿坏了那匹马》教完后，我叫学生
以“谎言”为题，写随笔。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作者的那种
谋篇布局的巧妙，引导学生要把作文写得有趣味，要有波折，
不能平铺直叙，效果不错。

二、遗憾之处：

其实这不只是今天的发现，好多次学习或阅读这一类极具感
染力的文章时，总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学生缺少一点什么，本
来我以为这一些文章会触及孩子心灵最柔软的那块的，可是
他们漠然的神色让我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三、一点思考：

作为教师，应该反省了，对学生来说，得到的不仅要是知识，
而且更重要的还有求知欲的满足和思维习惯的培养，思维能
力的提高。教学就是教会自学，教会自学就是教会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我们真的应该相信学生，想学生所想，培养学生
所需。



别饿坏那匹马教学反思篇五

在复习完基本不等式第二课时后，我对这节课做了如下的反
思：

一.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课堂上，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通常会把自己当做课
堂上的主人而过多的会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或者学生会因为
长时间的习惯于听老师来讲解而忘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

在这节课中，我设计了多个让学生讨论的环节，但是当我说
了同学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获得的结论之后教
室里还是会很安静。这样的课堂活动经过了一分钟后，我不
得不自己来讲解我设计好的问题。此时我感觉到这节已经失
败了，因为我占据了本该属于学生的时间。

二.要设计好教学问题

在教学中应合理设计教学中所要用的问题，我设计的学生互
动环节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没有设计好问
题，在提问题时没有明确我要求他们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节课中，我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样问的：请同学们自己
首先来做一下这道题目，然后跟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的
结果是否正确。当学生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首先会自己
一个人去完成题目，而不会跟自己的伙伴合作完成。而且在
数学教学中对问题的梯度设计很重要，因为新课程很强调概
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产生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所以在教
学时要非常好的展示给学生概念是怎么产生的，而这个教学
环节就要求教师能够设计好问题的梯度。

三.要学会设计有深度的问题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同学们明白了



没有啊，或者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些肤浅的问题。
而从课堂效果看，这些问题并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也只是机械的回答一下：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使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成了一种机械的问答过程。所以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应该更加重视对问题深度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的教学反思：多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设计好教学问题并且要学会提有深度的教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