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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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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语言活动小猪和靴子的教学反思篇一

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话故事《三只小猪》经日本的濑田贞二改
编后，作品中狼与第三只小猪之间发生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狼一次次设下圈套引诱小猪，小猪一次次识破狼的阴谋诡计，
化险为夷，前者虚情假意、狡猾奸诈，后者沉着冷静、机智
勇敢。我们在指导幼儿阅读此部分故事内容时，采用了分段
式阅读法来帮助幼儿逐步理解作品。

分段式阅读法是将一个绘本分成几个部分逐步进行教学的方
法。绘本《三只小猪》以较多连续的画面展示一个完整的故
事，相对而言故事容量比较大，而且作品每个转折的关键情
节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契机，所以，我们觉得此绘本很适合
进行分段式的阅读，在每个转折点，引导幼儿发挥奇妙而富
有个性的想象，让他们有机会用自己的眼光想象出神奇的世
界，在此过程中逐步感受、理解作品。

如：狼三次设计骗小猪上当都未能得逞，到最后的忍无可忍、
暴跳如雷，我们通过分角色朗读对话的练习，并引导幼儿充
分发挥想象，猜测下面的故事情节，再进入后面的阅读，有
利于孩子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感受作品中角色情感的变化。

而在朗读角色语言时，分段式练习更有利于孩子掌握角色的
对话。如：狼想方设法地想抓住小猪，就骗小猪去山谷后面
挖萝卜、到公园里边摘苹果、到镇子的集市上看庆典，由于



一次次的失败，因此狼的心情一次比一次糟糕、着急，它说
话的语气、神态都出现了变化，幼儿在练习时，边说边做动
作，将角色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仿佛自己就是作品中的
人物一样。

由此可见，分段式练习角色语言的方法能帮助幼儿更好地体
验作品中角色语言的变化，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入。

语言活动小猪和靴子的教学反思篇二

有一次，狼肚子饿了，就想到旁边有头小猪，狼就敲了敲门，
说：“我是你的邻居，想到你家来玩。”小猪看了一下门缝，
它看到的.不是邻居，是大灰狼，小猪想了一下说：“我在洗
澡，我不便见客。”大灰狼又说：“我们明天早上一起去摘
苹果吧，明天早上六点。”小猪答应了。

早上小猪五点半就去了，在苹果树上吃苹果，这时大灰狼看
见了说：“苹果好不好吃？”小猪说：“你尝尝不就知道味
道了。”小猪往大灰狼头上一丢，大灰狼被打晕了，小猪急
忙跑回家，狼清醒过来，又跑到小猪家说：“前面有个农民
家有好吃的冬瓜，我们早上7点钟在那里见。”小猪答应了。

小猪和大灰狼同时到了冬瓜地，它们两个在进行战争，它们
两个一起丢了一个冬瓜，冬瓜斜了，各打到两个的身上各中
了轻伤，它们打了很久，小猪拿了个大冬瓜做棒子，往大灰
锒身上打，把大灰狼打成了重伤，它们跑到一片椰子林，小
猪拿了四个棒子，二根做在它的腿下，二根当它的武器，小
猪二棒打下去，一棒打在大灰狼的腿下，它不能动了，一棒
打在椰子树上，使椰子往下掉，把大灰狼压死了，小猪拿着
椰子当水喝，把大灰狼当点心吃掉了。

你们说大灰狼是不是罪有应得，同时我应记住害人之心不可
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聪明的小猪作文450字

小学生作文（中国大学网）

语言活动小猪和靴子的教学反思篇三

《我和小猪》是小班的一节语言课，图片展示了一个生动有
趣的故事。故事中将吃饭、睡觉、喝水等用“呼噜呼
噜”、“啊呜啊呜”、“咕咚咕咚”等象声词加以表现，很
适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小班幼儿从温馨的家庭走进快乐
地幼儿园，除了一小部分幼儿以外，绝大多数孩子逐渐学会
在幼儿园里吃饭、睡觉、喝水，也渐渐自然地把自己的高兴
和不高兴的事情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在这一基础上，我将本课的设计意图确定为在愉快的体验中
学说简单的词、句以及进行表演，体验模仿表演的快乐，培
养幼儿热爱集体，热爱幼儿园的生活，以班级互动为载体，
消除部分幼儿的紧张情绪。

课堂上我首先通过可爱的小猪形象唤起宝宝的兴趣，让他们
与小猪问好也在无意中发展了小宝贝的语言能力，然后通过
小猪的睡觉、吃饭和喝水的声音模仿和带上动作的表演，小
班的宝贝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时再教给他们说句子“困了
的时候，我像小猪。呼噜呼噜，睡觉。”、“饿了的时候，
我像小猪，啊呜啊呜，吃饭。”、“渴了的时候，我像小猪，
咕咚咕咚，喝水。”这样在幼儿的情绪活跃时因势利导，比
干巴巴的教说句子要好一点，主要是幼儿都很快乐，最后老
师告诉他们已经长大，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举例说明以纠
正不入园等不良行为，使幼儿热爱集体和幼儿园。

虽然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但在教学中我不能很好地组织
课堂秩序，幼儿在表演和说话环节有大声吵闹的现象，他们
不会礼貌的回答，而是直接喊。今后在实践中要慢慢地避免
此类问题，把细节做好。



语言活动小猪和靴子的教学反思篇四

1、教学活动生活化，童话故事和孩子的生活经验相结合。

小班幼儿语言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刺激，“我
们应为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所以我充
分运用直观性的课件，引领孩子观察、讨论，同时将教学活
动生活化，童话故事和孩子的生活经验相结合，静态的内容
变成了动态的情境，孩子们喜欢看，喜欢说，愿意说，为理
解故事内容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从而为突破活动的重点
目标——“乐意观察图片，在幼儿观察图片的基础上理解故
事情节。”提供了有效的解决策略。同时也激发了孩子们阅
读的兴趣，培养了初步的阅读能力。

2、模仿象声词，丰富语言内容。

故事中将睡觉、吃饭、喝水等生活环节用生动的象声词加以
表现，非常适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所以活动中我有意识
地引导孩子模仿“呼噜呼噜”、“啊呜啊呜”、“咕嘟咕
嘟”等象声词，丰富他们语言的内容，增强幼儿理解和表达
的能力。

3、迁移生活经验，积极表达自己的情绪。

孩子们从家庭走进幼儿园，要适应集体生活，“学会自理、
学会与人相处，”这样的目标要求应该渗透在我们的一日生
活的每个环节，在今天的活动中，我通过“鲁尼吃完饭还做
了两件非常讲卫生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小猪和鲁
尼为什么生气？”“怎样才能让他们变得高兴起来？”等问
题迁移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并引导他们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情
绪。

4、借助教学资源优势，体验故事内涵。



在讨论讲述之后，完整的欣赏故事，充分利用我们教材中教
学资源的优势，引导幼儿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体验故事
的愉快和幽默，从而为幼儿的完整表达提供模仿表现的机会。

语言活动小猪和靴子的教学反思篇五

背景：

《聪明的小猪》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故事，讲的是
大老虎要来抓三只小肥猪，小猪沉着、镇定；积极想办法，
动脑筋，终于凭借自己的智慧脱离了危险的故事。故事趣味
性强，能够让孩子们在轻松听故事中学到知识，增强本领。

实录：

在导入环节，教师先让幼儿猜测小猪敲了谁的门？启发想象，
激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展开中的第一环节，教师分段讲述
故事后，对故事中的内容进行了提问；鼓励幼儿积极思考，
并对故事进行推测。当第一次问：“小猪会想出什么办法
呢？”经过两次小猪都想出办法救自己后，第三次当教师问
到：“小猪还会想出办法救自己吗？”。这时的幼儿已经知
道了这是一只聪明的小猪了，也知道小猪会想出什么办法救
自己。

反思：

本次活动教师努力为幼儿创设了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
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总体来说，教
师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还是存在
着一些不足，例如：个别环节中的问题太多，可适当的删减。
个人认为“提问”是绘本教学课堂的精髓之一。我们在绘本
教学中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想说，敢说，喜
欢说，有机会说并能积极应答”。这也是我的活动中最缺乏
的，也是需要进行思考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