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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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在这课教学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在学习野鸭买泥塘
部分，教师因考虑重点在前面的引导，而在这部分学习中如
蜻蜓点水，读得也不扎实，导致想象部分的学习，学生说错
等。还有在学习时还要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青蛙卖泥塘》是一则童话故事，这篇课文是其中的上半部
分，本课主要讲述了一只不愿住在烂泥塘边的青蛙，很想卖
掉烂泥塘，在卖的过程中，它听从了老牛的建议，逐步改善
泥塘的环境。这个故事告诉学生美是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教学时根据低年级学生特点，以读代讲，激发学生读的愿望。

本节课的设计紧扣新课程的观念，我注重创设宽松和谐的自
主学习氛围，在教学中，我予以学生充分读书的时间和空间，
采用师范读、自由读、同桌互读，师生合作角色朗、男女生
赛读等多种形式，还通过富有激励性的评价语言，调动了学
生的积极性，使他们理解中读，在感悟中读，达到对语言的
感知，感悟和积累。

语文教学不是不要知识的教学，对于处于低年段的基础教育
阶段，教师更应重点应用语言教学，重在言语能力的培养。
所以本课中我设计了两次用“因为······所



以······”的句式说句子。一次是开课时，青蛙为什
么要卖自己的泥塘，第二次是说一说老牛没买的原因。通过
两次句式的联系，不仅规范了学生的用语，还可以巩固和发
展学生语言。

在这课教学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在学习野鸭买泥塘
部分，教师因考虑重点在前面的引导，而在这部分学习中如
蜻蜓点水，读的也不扎实，导致想象部分的学习，学生说错
等。还有在学习时还要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青蛙卖泥塘》是一则童话故事，这篇课文是其中的上半部
分，本课主要讲述了一只不愿住在烂泥塘边的青蛙，很想卖
掉烂泥塘，在卖的过程中，它听从了老牛的建议，逐步改善
泥塘的环境。这个故事告诉学生：美是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
的。

一、联系生活实际，指导学生朗读。

积极创设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进行教学。例如：在青蛙吆
喝“卖泥塘”时，学生的吆喝不到位，我结合生活的场景，
联系生活实际要学生，再让他们大声吆喝，有了生活资源的
经验理解，孩子们吆喝就不再胆怯和不自信了。这样的教学
不仅有效地利用了生活资在课堂上营造了浓厚的生活氛围，
而且把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相联系结合起来。

二、挖掘文本，设计语言训练点。

在教学中，我关注到了老牛和野鸭的说话方式上的共同特点，
发现两者在说话的时候都是先说优点再说缺点，中间通过转
折关联词“不过”“就是”

进行连接。我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体会语言的特点，并出



示小兔、蝴蝶、小鸟、小狐狸让学生进行说话训练。最后让
学生理解省略号的作用，并让他们想象还会有哪些小动物来，
它们都会说些什么？学生的想象力很丰富，说得很精彩。

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青蛙卖泥塘》是一则童话故事，本课主要讲述了一只不愿
住在烂泥塘边的青蛙，很想卖掉烂泥塘，在卖的过程中，它
听从了大家的建议，逐步改善泥塘的环境。这个故事告诉学
生美是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的。教学时根据低年级学生特点，
以读代讲，激发学生读的愿望。

在这课教学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在学习野鸭买泥塘
部分，教师因考虑重点在前面的引导，而在这部分学习中如
蜻蜓点水，读得也不扎实，导致想象部分的学习，学生说错
等。还有在学习时还要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青蛙卖泥塘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开课时，引导学生围绕课题质疑，青蛙为什么要卖泥塘呢？
它是怎么卖的呢？卖出去没有呢？以此激发学生的兴趣，还
可以让学生猜一猜“青蛙的泥塘到底卖出去没有？”鼓励学
生大胆地猜想，并说说自己的理由。

学生学习课文时，让学生在自己质疑和猜想的基础上，结合
拼音读通课文，勾画出写青蛙卖泥塘原因的句子，读一读，
再想象青蛙住的“烂泥塘”是什么样的？弄清青蛙卖泥塘的
原因。

课文的2——8自然段写了青蛙卖泥塘的过程，引导学生在自
读的基础上，弄清楚哪些动物想买泥塘，没买成的原因是什
么？青蛙听了小动物的话后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教学这
一部分时，要不断地创设情景，有效地联系生活实际演一演、
想一想。最后，把“绿草如茵的泥塘”和“烂泥塘”展开对



比，渗透“美好的环境是靠劳动创造的”德育教育。

课后，让学生续编故事，想一想：还有哪些小动物来买泥塘，
它们又会怎么说，青蛙又会怎么想，怎么做？鼓励学生大胆
想象，拓展创新，为学习《青蛙卖泥塘》（下）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