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 白鹅教学反思
(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一

《白鹅》是丰子恺先生的一篇散文，文章结构简单，全文围
绕一句“好一个高傲的动物”进行描写，从白鹅的叫声、步
调、吃相三大方面去展示白鹅的骄傲。整篇课文语言幽默、
诙谐，特别是反语的运用使人倍感风趣。

课堂上，我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白鹅给你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从哪看出来的？”学生找到了这样一些词“高傲、
傲慢、架子十足”，然后从“高傲”入手，让学生读句
子“好一个高傲的白鹅！”思考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表现白
鹅的高傲的？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读、交流，去细细体会
作者的文字表面所呈现出的白鹅的“凶”和“厉害”，实质
是对白鹅的尽职、勇敢的赞赏；体会白鹅步调的从容、大模
大样，体现的不过是作者对白鹅由衷的`喜爱和关注。

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二

《白公鹅》一课重在与《白鹅》一课比较。在导入时，我就
有意识引导学生对比两只鹅的形象;在体会白公鹅的特点时，
我也抓住两篇课文对鹅的步态的描写进行比较;最后也把重点
落在比较两篇课文的写作方法上。

一、是引导学习理解词语的方法：如“涟漪”一词，我引导



学生从字形看，这个词语一定与什么有关？孩子们马上说出
是水，因为两个字的部首都是三点水。一个孩子说是“波
浪”，我一边用手比画大波浪，一边问：这样的波浪能
叫“涟漪”吗？孩子们意识到“涟漪”是细小的波纹。

二、是重视了品词析句，提高学生语言的欣赏能力。课文第
二自然段用总起—分述的结构描写了鹅走路时慢条斯理的样
子，语言形象具体，值得细细品读。我引导学生通过品味重
点词语、想象情景、比较体会等方法欣赏课文语言。如“它
走起路来慢条斯理，仔细掂量着每一步。”一句，我引导学
生先说说“掂量”是什么意思？（用手称称重量――反复思
考应该怎么做，结果会怎样）再想想鹅在掂量什么？（这一
步落在哪里好，怎样放下去好）体会鹅走路的“慢条斯理”，
体会作者用词的巧妙。

三、是课文插图的利用。这堂课我利用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进
行想象，这是这堂课中激起的一点火花。

四、是对写作方法的教学的体会。在《白鹅》一课中，我教
写作方法。是先让学生找，但发现学生很难找到，最后只有
个别学生说了出来。经过这节课，我感觉到如果利用课件出
示相关的句子，再让学生进行体会，这样没有那么抽象，从
而可以降低难度。

在教学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难以调动课堂气氛，学生回答问
题不是很积极，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一是课文的难度高;二是
学生预习不充分;三是我自身的原因，如太着急了，在一两个
学生的回答达不到要求时，就会着急，这也可能与学生发言
不积极，我问不下去有关。今后还应注意耐心引导，有效地
引导。

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三

《白鹅》是丰子恺先生的一篇散文，文章结构简单，全文围



绕一句“好一个高傲的动物”进行描写，从白鹅的叫声、步
调、吃相三大方面来展示了白鹅的骄傲。整篇课文语言幽默
风趣，特别是反语（鹅姥爷）的运用引人发笑，妙趣横生。

在本课知识点的讲解中，我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白鹅
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从哪看出来的？”学生找到了这样
一些词“高做、傲慢、架子十足”，然后从“高傲”入手，
让学生读“好一个高傲的白鹅！”思考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来
表现白鹅的'高傲的？让学生通过快读、默读的读书方式去找
书中的答案，去细细体会作者的文字表面所呈现出的白鹅
的“凶”和“历害”，实质是对白鹅的尽职、勇敢的赞赏。
从体会白鹅步调的从容、大模大样，感悟作者对白鹅由衷的
喜爱。

本课的语言虽然幽默风趣，但书面表达也较显著，为了让学
生真正读懂作者笔下的“白鹅”，教学时，我采用让学生根
据文章的重点语句，进行大胆的联想或想象和模仿，在读中
思考，在思考中感悟，在品悟中与作者产生共鸣，整个过程
都激发了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阅读的兴趣。

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四

丰子恺笔下的《白鹅》一文，重点是刻画白鹅的性格高傲，
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从作者的描述
中，不难让我们感觉到这种高傲不令人讨厌，而是可爱有趣，
让人发笑的。

由于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也显得有点深奥，所
以在备课时我打算用一节的时间去完成。可到了课堂上我才
知道，学生在课文的朗读、理解上都有点困难，特别是中下
学生，可能很难进入语言的内部去品味。于是在教学时，我
不知不觉把时间拉长了，整整用了两节课，让学生从容地在
语言文字中走了个来回。课后仔细想想，课文一定有它特有
的目标要求，我这样做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以后的'课文教学中，我会试着根据单元训练重点确定教学目
标，非重点的内容，让学生读一读，了解一下就可以不必逐
词逐句细扣。如果有时间的话，让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读一读就行了。

本单元还有两篇略读课文，但对于略读课文到底应当怎样教，
我需努力探索。

白鹅教学反思第二课时篇五

今天上午完成《白鹅》一文的教学，从课的流程，师生的互
动，目标的达成，还是比较理想的`。回顾自己做得比较好的
方面有：

1、始终关注朗读。这篇课文比较长，也比较难读，我始终
把“读”放在首位，努力让孩子们在读中感知，读中感受，
读中体会白鹅高傲的特点。

2、紧抓文章结构。从“叫声”“步态”和“吃相”三个方面
展开学习，理解文本的内容的同时，适时回扣“好一个高傲
的动物。”强化让孩子们感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描写白鹅
高傲的特点。

3、重点品读语段，培养学习能力。三个方面的学习，从环节
来看，是有法可依的。读，了解写什么；读理解怎么写；读，
归结写作秘妙。读，体会白鹅特点。从操作来看，是有扶有
放的。“叫声”片段中，采取的是详细指导；“步态”采取
的是放手自学；“吃相”则用的是扶放结合。

4、关注表达方式，迁移运用练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