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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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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分奶酪教学反思部编版篇一

?狐狸分奶酪》以童话的拟人化描写，塑造了傻乎乎的小熊和
狡猾的狐狸形象，旨在告诉小朋友们，朋友之间若斤斤计较，
就会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本课人物形象清晰，对话内容通俗易懂，提示语清晰，适合
让学生进行分角色朗读。在教学时，我抓住“读出心
情”、“读好标点”、“关注提示语”，从这三方面来指导
学生读好课文、读好课文中的对话。

进行阅读教学时，我分阶段给学生提出阅读要求。在找一找
狐狸分奶酪的起因时，我要求学生自由读课文。而在阅读第
一次分奶酪时，我让学生大声读一读2—6自然段，并在小组
内交流：狐狸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第二次分奶酪时，则
要求默读课文，找出分奶酪的动作，并且学会边读边做标记。
第三次分奶酪时，就要求学生能够分角色读课文了。不同的
阅读要求，让学生利用不同的阅读方式来感受人物的不同。

在教学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在默读课文，
寻找描写动作的词语时，学生不会使用铅笔进行圈划，在平
时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时刻提醒，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
读书的习惯。其次，在小组分角色朗读时，学生花费大部分
时间来选择角色，反而练习时间比较少。下一次进行练习时，
可以提前帮学生分配合适的角色，以免时间的浪费。最后，



在上课之初，缺少一些课文的整体关照，在最后才让学生说
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没有做到前后关联，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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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识字写字的教学环节，环节设计比较多，导致用时比较多，
在教学和生成的阶段，对于孩子们反应不积极的预设不够充
分，没有合理的解决预案，导致前松后紧，整堂课在课文分
析和朗读上的时间不足，是本课最大的遗憾。

总之，纵观整堂课，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时间掌控上，我还需
要继续努力，希望下次还能有这样的机会为大家提供研讨研
究的课例。我也将继续努力，在反思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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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分奶酪》是一则匈牙利的民间故事。故事中的狐狸非常
狡猾，它从一开始就打着“如意算盘”想吃掉奶酪，而文中
的小熊们却傻乎乎地不明所以总在奶酪的大小上斤斤计较，
看不清狐狸的用意。通过本篇课文的学习帮助学生体会到朋
友之间要互相谦让，不要斤斤计较，否则会失去更多。本文
采用对话的形式推进故事的发展，是本文的表达特色。

一、教学效果：

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朗读形式进行朗读，激发学生读的兴趣。
在朗读中不只要求学生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需要
学生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
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
要记住老师应起指导作用。这篇课文有较深的哲理，兄弟之
间，本该相互谦让，两个人都想占便宜，结果却让别人钻了
空子，便宜了狡猾之人。对成员内部来讲，要团结，不计较，
如果过于贪心，很可能到最后得不偿失。学生要明白这些有
难度，一般停留在狡猾等层面，分析熊兄弟也是必要的。我



推荐学生阅读“狐狸”群文阅读选文，包括教材后面的狐狸
养鸡系列，因为群文能打开学生人文教育的眼界，培养他们
的思考能力，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二、成功之处：

以问题引领课文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把握主
体内容，激发了学生的自我探究能力，使学生充分发挥了课
堂上的主动性，老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适当的拓展增强了
学习趣味性，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本文的寓意。不足之
处：1。语言文字训练不足。在朗读和说话的训练中，没有通
过充分讨论，落实对重点词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2。时间分配不均。在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
生字和书写练习时间不够达标。3。在进行“边读课文边做动
作”这一环节时，学生反馈并不是很好。追根究底是我在之
前的环节中准备不够充分，应该给学生一些提示，这样表演
读时会更好。

三、改进措施：

教师在备课时要备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并在上课的时候，随
时看时间，紧凑地掌握上课的节奏。同时要能够把课备得更
精练一些，对学生的放手更有操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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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分奶酪》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狐狸为两只小熊分奶
酪，结果把奶酪吃得一点儿也不剩的故事。课后我认真反思
本课的教学，我认为：

优点之处：

1.问题引领课文学习



讲授课文时，我以“狐狸给两只小熊分了几次奶酪？”“每
一次分奶酪的结果是什么？”导入课文的研读，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读，把握主体内容。在第二课时中我通过不断地发问
引导学生寻找答案，在学生们畅所欲言后，文章的哲理也就
水到渠成地被找到了。最后引导学生拓展想象：如果让你来
为两只小熊分奶酪，你会怎么分呢？这样既增强了学习趣味
性，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本文的寓意。

2.以读带讲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
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
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
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

不足之处：

1.语言文字训练不足

在朗读和说话的训练中，没有通过充分讨论，落实对重点词
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时间分配不均，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生字和书写
练习时间不够达标。

今后在备课时要备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并在上课的时候，随
时看时间，紧凑的掌握上课的节奏。同时要能够把课备得更
精练一些，对学生的放手更有操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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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课文时，我以“狐狸给两只小熊分了几次奶酪？”“每
一次分奶酪的结果是什么？”导入课文的研读，让学生带着
问题去读，把握主体内容。在第二课时中我通过不断地发问



引导学生寻找答案，在学生们畅所欲言后，文章的哲理也就
水到渠成地被找到了。最后引导学生拓展想象：如果让你来
为两只小熊分奶酪，你会怎么分呢？这样既增强了学习趣味
性，又能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本文的寓意。

2、以读带讲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
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
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
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