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模板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一

从前，有一只小青蛙，他整天都在一口废井里快乐玩耍，健
康的生活。他从没去外面玩过，不知道大千世界的辽阔无垠，
不知道风云的变化万千，所以，他认为井底的烂泥塘就是世
界上最大的乐土了。

有一回，一只见多识广的海龟来到了井边。青蛙说：“海龟，
欢迎你来到我的大海。”“你的大海？”海龟嘲讽地
说，“真正的大海，那可大得无边无际啊，深不可测，在那
儿，那才叫自由自在呢！”

“真的？”小青蛙质疑道，“我在这儿，多么逍遥自在呀，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大吗？”海龟不屑一顾，说：“当然！”

小青蛙急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急着要去看看比井底大得
多的大海，它跳出枯井，环顾四周。他这回可算是大开眼界
了，它嗅嗅路旁开的正艳的小花，摸摸老柳树苍老的树干，
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青蛙跑到无人处，到到草丛里，他低头一看，一群蚂蚁正津
津有味地啃食鸟尸，他打了个寒战，离开了这里，向不远处
清澈见底的小河塘跑去。可是在它低头喝水时，突然走来一
个小男孩，他狡猾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小青蛙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扑了过来，小青蛙急忙一蹦一跳地赶紧逃回了井里。

小青蛙气喘吁吁，等静下来后，他坐定，嘟嘟囔囔地自言自
语说：“外面虽然比这里精彩千万倍，但我更喜欢我的大海，



因为这里没有争吵，杀繆，和弱肉强食。”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二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井底之蛙的“渺小”。

2.认识本课识字表中的生字，能正确书写写字表中的生字。
理解词语的意思。

二、教学重点

1.体会故事用来讽刺那些自大的人，懂得谦虚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角色情感。

3.认识、理解本课生字、词。

三、教学难点

1.体会寓意，懂得不能骄傲、自大，要谦虚。

2.词语的理解。（瞠目结舌、十年九涝……）

四、教学准备

课件：寓言的图片；重点词语；涝、旱的图片；重点段落。

导课：

1.大家都喜欢读寓言故事，咱们就来做个看图猜寓言，说寓
意的游戏吧！

出示课件：（图片）

《画蛇添足》、《守株待兔》、《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2.听过这个故事吗？谁来帮大家回顾一下？

五、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过渡：就是这只小青蛙，跃出井外，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
它的思想就改变了吗？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只井底之
蛙。（板书：井底之蛙）

齐读课题。

1.自读课文。

欲知详情，请读课文，你可以大声读、小声读、也可以默读，
你可以自己读也可以和同位一起读，总之，要把字音读准了。

2.检查生字。

（1）生字读准了吗？同位互相练练。

（2）哪对同桌想读第一行？……

3.理解生词。

“涝”与“旱”，反义词，出示图片。

（瞠目结舌）学生解决。

4.轮读课文。

词语都理解了吗？谁愿意为大家读课文？指名。朗读评价。

(二)学习课文



1.体会井底之蛙的快活。

（1）你用什么语气读小青蛙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读？

（快乐、自大、骄傲、满足……）（板书：学生随机）

（2）看，同学们读书的体会多丰富！你是从哪些词语看出它
满足、骄傲、快活的？

（没有谁）这说明什么？哎呀，简直目空一切呀！

（独占）哪里是井底之蛙！简直是井底大王！

（极点）极点说明什么？

在青蛙眼里快乐的极点是什么？

（板书：跨井栏、倚井栏）

（……）老师有个小窍门，重读关键词，小青蛙会更加活灵
活现。

（4）自己练习朗读第一自然段，一会儿我要看看哪只小青蛙
最快活，学生练习朗读。

2.体会东海之大。

（遇到了鳖）哪里来的鳖？（板书：东海之鳖）

（1）为什么鳖的一番话，让青蛙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在小
组里读懂鳖的话，讨论这个问题。

a.小组活动

b.全班交流



千仞：广阔得看不到边际，深得没法量，这样的大海和那一
眼枯井，一坑浅水怎么样？没法比。

旱涝：连大地都会干裂，连城市都会淹没，却看不出大海增
减。这说明什么？

大快乐：在东海之鳖的眼里，快乐是什么？也是跨井栏、倚
井栏的乐趣吗？

板书：住在东海。

c.总结

（1）青蛙曾经很满足，觉得自己最快乐，但在东海之鳖的对
比之下，才发觉自己竟是如此的渺小。（板书：快乐）

（2）让我们一起读读鳖的话，记住他对井底之蛙的教诲。

（3）师：浅井之蛙听了这些话，瞠目结舌，觉得自己非常渺
小。

3.体会寓意：

故事读到这儿，你最想把它送给谁？

这则寓言就是在讽刺这些盲目自大，见识短浅的人。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三

有一天，小青蛙听小鸟说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好的，小青
蛙心动了，决定跳出井去看一看。

小青蛙跳出了井，来到外面的世界。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它
觉得外面的山山水水真是太美，太壮观了。它看见了绿油油



的草地、湛蓝的天空无边无际、上面漂浮着度朵朵白云，当
然还有它们：美丽的蘑菇，像一把小伞一样。神奇的蚂蚁，
有的在唱歌，有的跳舞，还有的在河边喝水。“外面的世界
太美了。”小青蛙自言自语道。小鸟说：“看，我没骗你
吧！”话音刚落，小鸟就急急忙忙地飞走了。

于是，小青蛙独自一人走到了池塘边，看见小金鱼在水里游
来游去，高兴地说：“小鱼们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当
然可以了”小鱼们齐声回答。“好，那就一言为定，咱们以
后就是好朋友啦”“嗯，没问题。”就这样过了两年，小青
蛙在池塘里定居了。它每天和小金鱼们一起游泳，做游戏。
有时候还回去岸上转一转，把听到的，看到的好的事情，讲
给小金鱼们听。

直到有一天，池塘里的水突然变得浑浊了，垃圾遍地，池水
变得肮脏不堪，许多小金鱼中毒了，翻起了白肚皮。小青蛙
想：要不然，我还是回到我的井底去吧，这里太危险。

于是，小青蛙义无反顾地回到井里，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就这样，小青蛙在井里过着孤单地，没有伙伴的生活。它想，
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如井上面，但总不需要提心吊胆，每天
也可以睡个安稳的觉。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还有许多鸟儿
和其它伙伴来鼓动，它到井外的世界，它都始终坚定信心，
再也没有出去过。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井底之蛙的“渺小”。

2.认识本课的生字，能正确书写写字表里的生字，理解词语
的意思。



3.发挥想象力，初步理解寓意。

重点难点：

懂得“井底之蛙”寓意，明白本词含有贬义。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 小黑板

教法学法：

导读法

小组合作交流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朗读、理解课文

1.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读音。

二、读课文，理解青蛙和鳖对世界的不同看法

1.想一想，青蛙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鳖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2.青蛙住在什么样的井里？它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画出相关
的句子，谈谈你的认识

4.鳖和青蛙的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同？



三、对青蛙和鳖的不同见识，感受青蛙的浅陋无知

1.提问：他们的生活环境差别这么大，为什么青蛙却仍然自
吹自擂，尽情的夸耀 ？

2.谁愿意告诉大家，鳖和青蛙为什么对井有不同的态度？

3.听了鳖的话青蛙有什么表现呢？

4.指板书小结：青蛙盲目自大是因为它的见识短浅。

四、朗读感悟 体会情感

1.选你最喜欢的读几句，读给大家听听。

2.指导朗读，进一步理解课文意思。

第二课时

一、指读课文

二、谈谈这篇课文给你的启发

三、表演“井底之蛙”，进一步体会寓意

1.假如你是青蛙，来到海边之后，你会看见些什么，你会想
些什么，说些什么？

2.即兴表演，大家评议。

3.这个寓言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4.小结：小鸟和青蛙都是说的实话，可是由于它们所见的世
面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井底之蛙”是一个比喻，
就是把那些目光狭小、自以为是的人比做“井底之蛙”。通



过学习这篇课文，启发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对比古文，体会文言文的韵律

师范读古文

夫/千里之远， 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
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九
旱，而/崖/不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
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对照古文找出课文中相关段落。

跟读古文，感悟古文句中的停顿和朗读的节奏

五、课堂练习及课外作业。

1.听写生词

2.写一写：为什么青蛙原来觉得自己很快活，后来为什么觉
得自己很渺小呢？

板书设计：

生活在浅井

千里之遥——辽阔 见识短浅

井底之蛙 鳖介绍大海 ｛ 大快乐

千仞之高——深度 盲目自大

青蛙醒悟——渺小



一、导入

1、《我真的很不错》手语操

2、同学们很自信，真的很不错。有一只青蛙它也觉得自己生
活的环境很不错。看看大屏幕（出示课件2），就是这只小青
蛙，起初觉得自己生活在井里很（快活），可是后来它的想
法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渺小）看到这两个词，
你有什么疑问吗？（为什么？）

3、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到文中看看吧。

二、读书感悟

（一）青蛙的快乐（出示课件3）

1、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找找青蛙的快乐生活都来自那些地
方呢？

生：井外——浅 井壁——小

井水—— 井泥——

快乐生活离不开又浅又小的井呀。

2、小青蛙快乐吗？如何快乐？

尽情、安然、没有谁、独占、极点

3、难怪小青蛙这么快乐，它简直就是井中的大王。

4、谁学着青蛙的样子，尽情的夸耀一番？指名读。指导朗读

5、还有这么多同学也想试试，好，大家一起来读，还可以加
上表情、动作。



（二）体会大海的辽阔

1、这只青蛙真快乐呀，可为什么又觉得自己很渺小呢？
（鳖——东海的）

2、让我们默读第2自然段。

谁来读读东海之鳖对青蛙说了些什么？

3、听了东海之鳖的介绍，再看看大屏幕（出示课件4-6），
你对大海有什么印象？（大、辽阔）

4、这里有一段古文，（出示课件7）怎样才能把古文读好呢？
老师送给大家一把金钥匙，学习古文就要经常抑扬顿挫的诵
读。先来试着读一读。

5、老师先来读，请大家用斜线画出停顿。

6、再读，大家可以轻声跟读。（出示课件8）

7、同桌练读

8、对照分析：这段古文与文中那段话意思相同，谁能读一读。

千里之远——大（小）；千仞之高—— 深（浅）没法量，这
样的大海与浅井没法比。

9、大海是一片辽阔的天地，生活在这里有无穷的乐趣，这就
是东海之鳖的大快乐吧。

10、与鳖生活的大海相比，青蛙生活的浅井是多么渺小呀，
青蛙当初的表现真是太（可笑）（无知）了。

（三）看课文，当青蛙听完鳖说的话之后，是什么表情。
（瞠目结舌）谁来学学瞠目结舌的样子。找个近义词——目



瞪口呆。这时，青蛙觉得自己太渺小了。给渺小找个反义
词——（庞大）（巨大）。

三、揭示寓意，拓展升华

1、读完这个小故事，你们明白了什么道理？四人小组讨论一
下。

2、鳖——视野开阔

蛙——目光短浅（出示课件9）

3、你们知道的，哪些人也象青蛙一样盲目自大。目光短浅呢？

所以我们要做视野开阔的人，不要学青蛙目光短浅、盲目自
大。

4、“井底之蛙”不仅是成语故事，也是寓言，就是通过一个
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大道理。刚才你们说的故事也都是成语，
（出示课件8）屏幕上的这些成语希望同学们找来读一读，也
可以试着写写。希望这些故事能象一颗小小的种子，种在你
们的心里，让你们的见识更广，让你们的目光更远。让你们
找到属于你们的大快乐。

《井底之娃》是一篇非常有趣而且寓言深刻的故事。讲的是
生活在浅井里的青蛙孤陋寡闻、夜郎自大，把自己看到的一
个角落当作整个世界，当它知道鳖生活的东海无限宽阔之后
无地自容的故事。它以短小、简单、浅显的故事表达了一个
深刻的道理。文中讲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大与
小的问题，这篇课文真实地反映前浅井中的青蛙孤陋寡闻、
夜郎自大和安于现状，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作整个世界，后
来认识了自己的渺小，讽刺了那些见识短小而又盲目自大的
人。教学中，学生正确体会井底之蛙后来为什么“觉得自己
非常渺小”是一个重难点。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



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于是，在教学中，我注重让学生通过自主地阅
读，体验青蛙的小快乐及鳖的大快乐，由浅入深地走进文本，
并采用联想的方式去感受大海的辽阔，大海的深，以及大海
的美，通过对比读让学生理解青蛙的骄傲自大，青蛙的孤陋
寡闻、夜郎自大和安于现状。以此让学生用自己的体验及独
特的感受感悟寓意。

课标还指出：在口语交际中，应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
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文明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相互交流。教
师要努力选择贴近生活的话题，采用灵活的形式组织教学，不
*多传授口语交际知识。在这一课中，适时地为学生创设口语
交际的情景，使学生在模拟的情景中展开口语交际练习，同
时不着痕迹地感悟寓意。在这一点上，由于我的引导力度不
够以及班上学生的表达能力有限，在此环节中，训练没有落
到实处。

其实我们的学生是富有创造性的。我想在教学中，只要教师
给以适当的引导，一定的启发，学生的思维就会激发起来，
绽放出创造性的火花，让人惊喜。在联想这一部分中，在生
活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孩子们的创造性，并放手让他
们展开丰富的联想，清楚表达，学生的表达能力会日渐提高
的。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五

井底之蛙是一个流传了许多年的寓言故事，它给我们传递了
很深的教育意义。作为人类，我们有时候也是井底之蛙。我
们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尝
试新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时，我们才意识
到我们的小世界是多么狭窄和局限。这篇文章将探讨这个主
题并提供一些我们可以从中采取的行动。



第一段：什么是井底之蛙

我们都知道井底之蛙是什么，一个生活在井底的小青蛙。它
的视野非常有限，只能看到上面的一个小圆形。它的生命一
直局限于这个小环境中。然而，当其他蛙类告诉这只小青蛙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时，它不相信。它认为什么都不会比
现在的生活更好。这是因为它永远没有追求过比现状更高的
东西。

第二段：井底之蛙的教训

井底之蛙的教训是什么？它的教训非常明显，那就是追求自
己的目标和梦想。追求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会使我们变得更有
智慧，也会让我们更有信心。追求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能会
给我们带来未知的挑战和风险，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并且克服它们，最终我们会获得值得珍惜的奖励。

第三段：如何避免成为井底之蛙

如何避免成为井底之蛙？有几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狭窄
的生活方式。首先，我们应该勇于尝试新的东西，去做一些
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这可以拓宽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了
解更多的事情。其次，我们应该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这会
让我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并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最后，我
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新的生活体验，去旅行、看展览、听音乐
会、看电影等。

第四段：什么是内在的井底之蛙

除了外部的限制，还有一些内在的因素会导致我们变成井底
之蛙。这些内在的因素包括恐惧、懒惰、无信心等等。我们
应该培养积极乐观的态度、勇气和自信心，来摆脱这些限制。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不断地寻求自我超越。



第五段：总结

总之，井底之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故事，它传递了非常重要
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勇于尝试新事物、学习新的技能和知
识、寻找新的生活体验，去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也要克服
内心的恐惧、懒惰和无信心，去追求自己所追求的事情。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井底，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美
好的生活。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六

从前，有只青蛙住在一口井里，无论朋友怎样劝说，它都不
肯离开自己的那一方小天地。

一天，一只小鸟从这里经过，落到井沿上，对青蛙说：“喂，
兄弟，你每天待在这儿，不觉得无聊吗？只能看到头上这一
小块天空，实际上外面的世界大着呢！如果你出来，就会觉
得自己太渺小了！”

“不，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比你见的视野更广。”

“为什么？你天天待在这儿，怎么能比我的视野开阔呢？”
小鸟疑惑不解。

青蛙自豪地说：“我这儿已经通了互联网。”

“互联网是什么东西？最常见的蜘蛛网？鱼网？还是风雨交
加织成的网？”

“不，都不是。所谓的互联网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遍布着整
个地球。我可以每天从电脑上知道世界个个角落发生的新闻，
不像你们飞到哪里才能知道哪里的情况------”

小鸟听得入谜，忽然，它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就问青



蛙：“你每天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寂吗？”

“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和天南海北的
朋友们聊天、视频，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感觉家人就在身
边一样。”

这时，送货员鸽子来了：“这是您要的食物。”

“谢谢你！”

小鸟更加疑惑了：“食物怎么也可以订呢？”

“我在网上不但可以购买生活用品、食物，而且物美价
廉。”

小鸟陷入了沉思：原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足不出户便可知
天下的新发展，真是行万里路，不如点几下鼠标。

几天后，小鸟也给自己买了全方位的电器：电脑、电视机、
电冰箱„„从此，一有时间它便在网上冲冲浪，看看电视，也
变成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万事通了。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七

我所执教的四年三班有70名学生，其中男生32人，女生38人。
他们是第一批实行课程改革的孩子，在近四年的学习中，他
们在学习方式、问题能力等方面较普通班有着明显的优势。
我班大部分学生思维活跃，想像力丰富，敢想、敢说，有着
自己的见解，并敢于坚持已见，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在学习
课文时，经常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展开辩论。在前三年的学习
过程中，他们已经养成独立预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良
好习惯。理解词语的方法多样，有效；识字、写字能力突出，
大部分学生很少出现错别字。



二、教学目标与设想

目标:

1.读课文，体会井底之蛙后来为什么“觉得自己非常的渺
小”呢？

2.对照课文读一读古文，注意朗读古文的语调，领悟其内涵。

设想：这节课的教学设计，力争通过学生的读、思、辩等活
动，读懂课文内容，水到渠成地揭示寓意；努力做到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因为我班级的学生思
维活跃，有自己的见解，敢说、敢想，我在这节课上，还将
进一步引领他们发挥这些优势，鼓励他们大胆争辩，并在各
持己见的争论中明确这则寓言所阐明的道理。使学生对作品
的感受逐渐与作者本身传达的思想感情合拍。

三、教学重点

读懂寓言故事，理解这则寓言的寓意。

四、教学难点

读文感悟，揭示寓意的过程。

五、教学教程

(一)故事导入

师：老师给大家讲个寓言故事，名字叫《井底之蛙》，请同
学们认真听。（师生动地讲述参考资料中《井底之蛙》的故
事。）

师：听了这个故事，你最想说什么？（指生简单说）



师：其实这个故事就在我们的课本中，这节课，我们就来学
习这则寓言故事，（板书）――井底之蛙。

(二)初读课文，扫清障碍

1.师：老师讲的故事和我们的课文完全一样吗？（学生有预
习基础，会说出他们的看法。）是的，我们自己读懂的课文，
一定更有滋味。首先，请同桌两个人互相听读，检查预习情
况。在同桌读的时候，你要认真听，看他读得是不是正确、
通顺。

2.师：刚才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同桌两人拿不准的字，或
不理解的词，提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学生可能会提出“夸
耀”、“攀缘”、“环顾”等词语的意思是什么？“千仞之
高”的“仞”　字或“商汤”这个词怎么理解等。要先让知
道的学生说一说，教师再给予认定。)

［点评：这一环节的设计，能够进一步扫清字词障碍。］

3.师：解决了字词问题，请同学们再来读课文，看能不能用
三两句话把你读到的主要内容说出来。（学生自由读，进行
思考后，再找学生回答。）

(三)精读理解，指导朗读

1.师：哪位同学愿把课文读给大家听？（指生读）请大家认
真倾听，然后说说你对文中青蛙的看法。

预设1：也许学生会直接说出“青蛙”见识短浅，盲目自大，
它这样的做法是可笑的。这时可以引领学生去课文中找一找
能看出青蛙有这些表现的句子，然后进一步加深理解。

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画出能反应青蛙目光短浅，盲目自
大的句子或词语。（学生默读完后进行交流，并随着对课文



的理解进行指导朗读。）

师：青蛙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满意极了，一有机会就要当众
吹嘘一番。怎样才能读出青蛙那种骄傲自大的劲头？能不能
让老师从你们的声音、表情上都感受得到？请同学们先自己
练习读。

师：谁愿意把青蛙的话读给大家听。

（在点评的时候，看是否把握好对“夸耀”这一词的理解，
感情是否到位。）

师：青蛙是这样的得意，一眼又浅又小的枯井，在它的夸耀
下简直成了一座天堂。那鳖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它又是怎
么说的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第三自然段。

师：请每个学习小组的2号同学把你读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说
给小组的同学听，其他3位同学听完后进行补充。然后请每组
的4号同学代表你们小组进行汇报。

师：哪个小组的4号同学代表你们组来和大家说一说？（汇报
后大家评议补充。）

预设2：也可能大部分学生能认识到青蛙的做法是见识短浅的
表现，而有些学生却有疑议，认为青蛙开始时的想法也是自
然合理的，因为青蛙就该生活在浅井中。它对自己生活环境
的满足也是符合情理的。这时，我会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
的想法。引发不同观点的学生进行充分地思考：

师：请同学们再仔细读课文，找出能说明你观点的部分，用
直线画下来。

师：请认为“青蛙对自己生活环境可以满足”的同学和认
为“青蛙的行为是见识短浅、盲目自大”的同学各派一名代



表来说明自己的看法，其他同学进行补充，证明你们的看法
是合理的。

（如果出现两种争议，我就给学生搭建辩论的舞台，允许他
们进行争论，在各持已见的争论中，一定会对全文有进一步
的理解，在争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学生也会逐渐明确：青
蛙的想法有它的合理性，同时明确它对现状的满足，对自己
角落的放大夸耀，也正说明了它盲目自大、妄自尊大的行为
是无知的行为，从而明确寓意。）

预设3：如果学生对这一寓意有了充分的认识，我还想告诉学
生：有知识的人更能认识到知识的可贵，而认为知识无用的
人，都是无知的。也可引入与“井底之蛙”有相同寓意的寓
言故事，如“夜?o自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等。）

师：你来学一学“瞠目结舌”的样子。

师：噢，现在，你就是这只“瞠目结舌”的小青蛙，此时你
心里想的是什么？快和小伙伴说一说。

师：谁来把你刚才想到的，也说给大家听一听？

3.师：哎，可怜的小青蛙，从开始时的骄傲自大，到现在
的“感到渺小”，这都是老鳖的话产生的效果。鳖的话怎么
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呢？看，老师这儿有一段古文，如果你读
懂了，一定更有滋味。请同学们读读试试。

师：谁来读给大家听？请大家在听读的时候想一想这段古文
说的是什么？然后说给大家听。

师：古文要读出古文的语调和韵味，听老师读一读，看和平
时读课文有什么不同。

师：请你再来读一读，看能不能读出古文的韵味，表现出老



鳖的语气。

(四)总结

学了这篇课文，你受到了什么启示？（学生自由说。）

井底之蛙的教学反思篇八

青蛙听了东海大鳖的话沉思了起来，想完，还是决定去看一
看大海的模样。

它一个劲儿地跳出来，去追东海大鳖，想让他带自己去，可
是东海大鳖早就不见了。于是，他便自己上了路，一路上他
赏着秀丽宜人的风景，又悠闲又开心。

他看见了几片疏疏朗朗的松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
的竹林青翠欲滴……景色秀丽宜人。几只小鸟在湛蓝的天空
中自由飞翔，路旁的花儿争奇斗艳，小蜜蜂和蝴蝶在阳光下
翩翩起舞，青蛙心想：外面的世界果然美妙，坎井真的太小
了，不走出来，我永远是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

突然，不知从哪冲出来个庞然大物，天哪，是大鹅！后面还
有三只，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青蛙的天敌？青蛙拔腿就跑，
大鹅连忙拦住他说：“青蛙兄弟，你别怕，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是附近村庄里的大鹅，因为害虫的胡作非为，主人的庄
稼已经奄奄一息，我们想请你去帮忙消灭害虫。”青蛙高兴
的答应了，跟大鹅去了庄稼地，不但吃饱了肚子。还得到了
人们的赞扬，称它是庄稼的’保护神’。于是，青蛙又自豪
的继续赶路了。

走着走着，它听到了如雷声般的巨响，它快步走过去，只见
那儿的水一望无际，蓝的像一块巨大的宝石，刚刚的巨响就
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青蛙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就在这
时，东海大鳖走了过来说：怎么样？大海美吧？青蛙兴奋的



点了点头。

为了一出家门就能看见美丽的大海，沐浴明媚的阳光，青蛙
在海边安了家，过上了幸福又快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