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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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篇一

《珍珠鸟》是一篇描述生动富有诗情画意的状物散文。作家
冯骥才以细腻亲切的语言写出了珍珠鸟由“怕”人到“信
赖”人的变化过程。

在讲课过程中，当我问到：“小鸟为什么不怕我了呢?”有学
生站起来根据课文的资料总结到：“因为作者为刚来家的小
鸟安排了一个安全的住处，又茂盛又幽静。珍珠鸟做爸爸妈
妈了，作者决不去惊动它们，每一天精心为小鸟一家添食加
水，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它们，让大鸟和小鸟们无忧无虑
地生活。”

学生回答得很对，他把课文资料作了概括。就在我想进行下
一环节的教学时，赫赫突然站起来说：“教师，我觉得作者
所做的这些加起来，也不如给珍珠鸟自由，让它生活在大自
然中好。”我不由得一惊，多么有思想的孩子!他敢于质疑大
作家的文章。他平时的谈吐也异常有个性，好像对人生总是
有自我与众不一样的看法。

沉思片刻，我说：“赫赫的这个观点很有价值。我们来看课
文，作者给珍珠鸟真正的自由了吗?”学生细读课文了解
到：“作者并没有给珍珠鸟真正的自由。小珍珠鸟之所以能
自由活动，也是因为它小，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里钻出来。
文中并没提小珍珠鸟的父母能自由地活动。而小珍珠鸟之所
以站在窗框上没飞出去，可能也是因为小珍珠鸟的父母还在



笼中的缘故。”

我说：“是啊，看似小鸟眼前的自由，也只可是是在房间活
动，它压根不明白窗外的世界有多宽广、多美妙。文中的大
鸟总是生气地叫着，再三呼唤，它是要告诉小鸟什么呢?”有
的同学说：“大鸟是要告诉小鸟，小珍珠鸟的欢乐是有限的。
等小珍珠鸟长大就会像它们一样被关在鸟笼里。”我
说：“是的，小珍珠鸟的欢乐是有限的，是被人玩弄于鼓掌
之中的自由。原本自由的大珍珠鸟明白人类的残忍，因为不
能忘怀的恐惧，它们从身体到心灵剥夺了对人类的信赖和对
再度拥有自由的期待。那应对小珍珠鸟的信赖，作者该不该
放掉珍珠鸟呢?”同学们都说作者应当放掉珍珠鸟，那相关的
问题又来了：“假如把珍珠鸟放掉，鸟会不会飞走呢?”同学
们立刻意识到：“笼中鸟”因为人类的长期豢养，已经失去
了独立生活的本事。他们有的说小鸟可能会重新锻炼自我，
会飞向大自然的。有的说，小鸟会在笼中继续过这种不自由
的生活。因为离开了人类，它们已经无法生存。

我说：“你们的回答让我想到了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
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出身
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可是因为自我经济不独立，
不自觉地成为丈夫的应声虫，成为丈夫的影子。当她最终最
终看清了自我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我只可是是丈夫
的“玩偶”时，她愤然离家出走。可是在那个素把妇女当作
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
走向何处?鲁迅曾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演讲里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给予了解答：娜拉走
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
人同等的经济权。同学们，娜拉就像我们文中的珍珠鸟。小
鸟在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旦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又
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的翅膀
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能够走，可能会饿死。由此你想
到了什么?”



赫赫的一个观点，引发了学生们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感悟。
这篇课文的解读可能有些游离了课文的主旨，可是我们的课
堂为什么非要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呢?它应当让我们去了
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时刻观照自我所处的课堂是什么样
的现实和内心。

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篇二

《珍珠鸟》作家冯骥才的散文创作，描述了“我”为一种怕
人的珍珠鸟创造了安逸舒适、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使它们与
“我”越来越亲近，珍珠鸟由一开始对人的惧怕，然后一步
步转变为和作者人鸟相依的完美境界，使得作者有感而发：
信赖往往创造完美的境界。课文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很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这样的一篇美文，要在一课时的
时间内完成，如何做到让学生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体味那一
种情谊，那一种境界，是本课的教学难点。在必须的思考之
后，在指导学生阅读时，我让学生紧紧抓住小鸟在和我不一
样相处阶段的不一样表现，以及我对小鸟细致、体贴的照顾
这条脉络来研读文本，体会小鸟这种变化并不是意味着它改
变了自我的鸟性，而是由于信赖，信赖往往创造了完美的境
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首先经过检查预习来了解学生的学文情景。然后在学生初
读课文的基础上，谈谈各自读文的感受。学生初读后，有的
感受到“珍珠鸟是一种可爱的小鸟，作者十分喜爱它”，有
的说“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小鸟，但它却不怕作者”，还有
的说“感受到作者和珍珠鸟有种亲近的情意”。这些感受都
是孩子们独特的情感体验，是真实而可贵的，虽然来自直觉，
有些粗糙、肤浅，却是理解主题的基础。有了理解的基础，
就能够引导学生深入读书，理解文章的真正内涵。

经过初读，学生感受到了作者对珍珠鸟的爱。但要理解课文
的最终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完美的境界”，仅仅体会
到“爱”是不够的。这“完美的境界”是什么呢?仅有“爱”



就能创造出这完美的境界吗?这时，我抓住学生的初步感受，
引导学生向纵深开掘：“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小鸟，但它却
不怕作者，为什么不怕?你是从哪儿感受到的?”珍珠鸟
在‘我’的照料与呵护下发生了哪些变化我是怎样赢得珍珠
鸟信赖的?”进而让学生细读课文，体会作者对珍珠鸟“不一
般”的爱：

起初，作者为珍珠鸟营造了一个舒适而又温馨的家，鸟儿才
传出“笛儿”般的叫声。之后，小鸟出生了，可作者却不惊
动它们，鸟儿才渐渐把“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作者所做
的这一切，是对鸟儿生活习性的充分尊重。小鸟在“屋里飞
来飞去”，可作者却“不管它”，任由它自由自在地飞。那
里体现了作者的包容，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对鸟儿的
充分理解和宽容。鸟儿胆子越来越大，时常接近“我”，这
浓浓的爱意，是一种沟通，是零距离的接触。直到有一天，
鸟儿落在“我”的肩上睡着了，作者写下一时的感受“信赖，
往往创造出完美的境界”。这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
人鸟合一的感人情景，是更深层次的爱——“信赖”。这
种“完美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的，那是
需要付出的。有了作者对鸟儿的“不一般”的爱，才有
了“信赖”，才有了享受那份完美境界的幸运。

在我的引导下，学生找到以上相关的句段反复品味、交流。在
“尊重——理解——宽容——沟通——欣赏——信赖”的层
层深入的情感体味中，学生对课文最终一句“信赖，往往创
造出完美的境界”真正有了感悟。

在学生理解课文的过程中，我还注重培养学生对课文深刻意
蕴、丰富情感的欣赏本事，经过欣赏，获得情感陶冶、心灵
净化。

在串读课文引读到第14自然段时，我给学生播放了一段音乐，
在优美的旋律中，孩子们陶醉地读着，情不自禁地表达出自
我的感受。教师适时引导：“此时，你是否已经读懂了作者



的心声，谁来谈一谈?”在交流中，有的同学谈到“人与动物
的和谐关系要靠信赖来创造”;有的感慨“如果世界充满爱，
将会创造多少完美的境界”;更有一位同学谈到了对人生的感
悟：“‘信赖’是相互的，‘信赖’是要付出的。如果我们
对别人充分信赖，那么就会得到很多朋友，会创造出很多完
美的境界……”学生的感受多么可贵，从感性的认识已经上
升到了理性的思考，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在咱们的生活中，
信赖无处不在。

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篇三

《珍珠鸟》是根据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改编的，描写了“我”
为一种怕人的珍珠鸟创造了舒适、温暖又安全的家，使它们与
“我”越来越亲近，说明“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课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很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指
导学生阅读时，我从以下四点入手设计和组织教学，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首先播放珍珠鸟图片，让学生认识珍珠鸟，激发兴趣，然后
让学生初读课文，读后谈谈自己的感受。

学生初读后，有的说“珍珠鸟是一种可爱的小鸟，作者非常
喜爱它”，有的说“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小鸟，但它却不怕
作者”。这些感受都是孩子们独自的情感体验，真实而可贵，
是理解课文主题的基础。根据这些感受，引导学生进一步深
入读书，理解作者写作的真谛。

在学生理解课文的过程中，还应培养学生对课文优美形象、
深刻意蕴、丰富情感的欣赏能力，通过欣赏，获得审美享受、
感情陶冶、精神净化。

在教学课文第6自然段时，让学生边想象鸟儿伏眠于作者肩头
的情景，边有感情地朗读。孩子们陶醉地读着，情不自禁地
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我适时推波助澜：“在作者眼里，珍珠



鸟太可爱了。小鸟是幸福的，作者也是幸福的，这是多么美
好的境界啊！这多像一幅画啊，你能给这幅画起个名字
吗？”学生的灵感被激发起来，有的说叫“人鸟之情”，有
的说叫“亲近的情意”，还有的说叫“信赖”，于是我
用“你是个有爱心的孩子”“你像个诗人”“你像个哲学
家”等充满欣赏和赞美的评价鼓励学生的创意。

通过初读，学生感受到了作者对珍珠鸟的爱。但要理解课文
的最后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仅仅体会
到“爱”是不够的。这“美好的境界”是什么呢？仅
有“爱”就能创造出这美好的境界吗？显然，这时应抓住学
生的初步感受，引导学生向纵深开掘：“珍珠鸟是一种怕人
的小鸟，但它却不怕作者，为什么？你是从哪儿感受到
的？”进而让学生研读课文，体会作者对珍珠鸟“不一般”
的爱：

小鸟在“屋里飞来飞去”、“落在柜顶上”、“书架
上”、“撞灯绳”，可作者却“不管它”，任由它自由自在
地飞。这里体现了作者的包容，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
对鸟儿的充分理解和宽容。

鸟儿胆子越来越大，它“蹦到‘我’的杯子上喝
茶”，“啄‘我’的笔尖”，而“我”却只是“抚一抚它细
腻的绒毛”。这时，鸟儿接近“我”，“我”接近鸟儿，这
浓浓的爱意，是一种勾通，是零距离的接触，是一种互为欣
赏。

直到有一天，鸟儿落在“我”的肩上睡着了，作者流出一时
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种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的人鸟合一的感人情景，使人感悟到更深层次的
爱——“信赖”。这种“美好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处
都能感受到的，那是需要付出的。有了作者对鸟儿的“不一
般”的爱，才有了“信赖”，才有了享受那份美好境界的幸
运。



在学生通过欣赏性阅读获得情感满足的基础上，我设计了让
学生谈读后感的评价性练习。在交流中，有的同学认为“人
与自然的和谐依靠的是信赖”；有的感慨“如果世界充满爱，
将会多么美好”。我引导学生思考：是否我们经常问问自己
对别人付出了爱心吗？有没有尝试着与别人勾通？……如果
用心去做，那么，也许就会得到很多朋友，会创造很多美好
的境界……课文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作家对人生的感悟，
体现了大家手笔的匠心独运。

这堂课的教学设计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毕竟，兴趣是孩
子们最好的老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展现的丰富表象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导入之后，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
请同学们看幼鸟、成年鸟的生活照片，通过图文对照，激发
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再让学生带着兴趣读课
文，找出描写珍珠鸟可爱、表现人与鸟相互信赖的句子、词
语，感知语言中蕴含的感情色彩。最后，通过表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组图片，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信
赖”的理解。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有机地整合可以有效地激发
学生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不足之处：课上的提问过多不利于学生对文章的品读，而过
多的品读、让学生自读自悟又不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
两者如何协调值得深入思考。

这一节课留给自己的反思很多，争取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
不断的进步。

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篇四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我决定放手让学生根据连接语中
的学习提示，让学生自读自悟，老师只作点拨指导，并预设
在一节课内完成。

教学时，先是初读，要求读通课文初步感知。这一环节中，



我预留了足够的时间给学生读书，并边读边思考连接语中的
问题。因为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读书，所以在交流自己读后的
印象和感受时，孩子们都表现得比较积极，对珍珠泉都有一
定了解。在这基础上，我让学生再读课文，并围绕珍珠泉的
特点展开讨论。这一环节节，我重点抓住《珍珠泉》一文中
对珍珠泉的美丽和有趣的描写做文章，通过启发、引导和朗
读，让学生对珍珠泉的美丽和有趣产生更深的印象。

1、泉水的特点。泉水的特点是：绿、深、清。我让学生充分
的想象：那样清，清得能倒映出（）。水是那样清，清得就像
（）。从而让学生感受泉水的美，为进一步的朗读做基础。
具体感受完三个特点后，我创设了让读书能力教好的学生读
原文，其他生想象画面，为学生感情朗读提供了语言环境。

2、有趣的水泡。课文从水泡的形、动、色三方面介绍了水泡
的有趣。在学习水泡的形时，我让学生充分谈感受，又重点
指导了朗读，让学生在朗读之中感受重点。这样既可以锻炼
学生的朗读能力，又可以让学生说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在
学习水泡的颜色时，我让学生自己去找读懂了什么？水泡的
颜色多从哪看出来的？怎么读？从读中品味水泡的美感。

通过以上的学习，学生已深深的感受到作者是多么喜欢珍珠
泉，同时我也感受到学生也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眼清泉，在
他们心中有了一种表达需要。整节课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学
习气氛融洽，课堂上学生活动的时间多了，老师只要加以点
拨、引导就行了。

学完本课，成功之处在于：在第一单元的作文训练写家乡的
景色时，有不少学生写到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的水时，就灵
活地把课文中的好词佳句运用到了自己的作文当中，走出了
学生写作由模仿到创作的第一步。

不足之处：



因为本课是预设一课时完成，有些关键词理解得不够，没有
体会用词之精妙。本文在写珍珠泉的水泡时，有这样一
句：“有时候，透过密密的树叶，太阳筛下一束束金光，照
在水面上，照在正升起的水泡上，一直照到潭底青褐色的石
头上。”写阳光有见过用照用射的，却很少用“筛”字，在
教学时，我就是让学生一读而过，事后反思，觉得这是自己
很大的失误，学习语文其实就是学习语言的过程，对于一些
不同常规的用词点，老师应该好好带领学生去体会。要让学
生明白，射下表示太阳光直射，而这里因为有密密的树叶遮
挡着，太阳光不能直射到。太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有些光
线被遮住了，有些光线穿过缝隙，照到地上，所以用筛下一
束束金光。一个“筛”字看出了树叶的密，看出阳光的柔和，
形象又贴切。

一篇美文对孩子的心灵的“诗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润物
无声的过程，这种影响既有感觉、思想认识等因素，也有表
达情感的语言和方法的因素，这两者是相互融合的，因此它
对学生心灵的“诗化”是全面的。“心灵诗化”的过程也是
人文化的过程，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垫底的过程。

语文珍珠鸟教学反思格式篇五

《珍珠鸟》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作者以独特的角度，
新颖的立意，传神细腻的描述，准确生动的用词，记叙了珍
珠鸟由害怕人到亲近人的变化过程，揭示了“信赖，往往能
创造出完美的境界”的深刻道理。经过教学旨在让学生感受
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发展的深刻意义;唤醒同学内心的爱，
激发他们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我首先经过看图说话，让学生描述珍珠鸟的样貌，初步体
会“珍珠鸟是一种可爱的小鸟”。并经过课文中作者的描绘，
感受作者简洁质朴的语言，以及对珍珠鸟的喜爱。同时，我
引导学生辨析“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与“朋友送我
一对珍珠鸟，真好!”之间情感的细微变化。是同学们更明确



了作者内心对珍珠鸟那种情不自禁亲近的情意。这些感受都
是孩子们独特的情感体验，是真实而可贵的，虽然来自直觉，
有些粗糙，肤浅，却是理解主题的基础。有了理解的基础，
就能够引导学生深入读书，理解文章的真正内涵。

经过初步学习，学生感受到了作者对珍珠鸟的爱。可是要明白
“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鸟。”她怎样会轻易信赖人呢?仅仅体
会到“喜欢”是不够的。这时，我抓住学生的初步感受，引
导学生向纵深开掘:“我是怎样赢得珍珠鸟信赖的?”进而让
学生细读课文，体会作者对珍珠鸟“不一般”的爱：起初，
作者为珍珠鸟营造了一个舒适而又温馨的家;并且决不去窥探，
鸟儿才安心地在里面生儿育女;小鸟出生了，可作者却不惊动
它们，鸟儿最终渐渐把“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作者所做
的这一切，是对鸟儿生活习性的充分尊重。在我的引导下，
学生找到以上相关的句段反复品味，交流。在"尊重——理
解——宽容——沟通——欣赏——信赖"的层层深入的情感体
味中，学生对课文最终一句“信赖，不就能创造出完美的境
界?”有了进一步的感悟。

但要真正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完美的境界。”的主题，
只体会作者对珍珠鸟的亲切呵护是不够的。这"完美的境界"
是什么呢?小鸟在"屋里飞来飞去"，可作者却“不管它”，任
由它自由自在地飞。那里体现了作者的包容，是爱的一种典
型的表现形式，即对鸟儿的充分理解和宽容。而鸟儿胆子越
来越大，时常接近“我”，这浓浓的爱意，是一种沟通，是
零距离的接触。所以我引导学生复述这一动人的情景，并进
一步走进珍珠鸟的情感世界，引导他们在复述的基础上，再
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与作者亲近。这就从作者和
小鸟的视角，同时出发，真正使学生体会到了相互的“信
赖”才会产生完美的境界。学到那里，我自然引读下一段
落——直到有一天，鸟儿落在“我”的肩上睡着了，作者写
下一时的感受“信赖，不就能创造出完美的境界?”这种你离
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人鸟合一的感人情景，就这样呈此刻
我们眼前。



这种“完美的界”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的，那是
需要付出的。有了作者对鸟儿的“不一般”的爱，才有了"信
赖"，才有了享受那份完美境界的幸运。所以，本文的学习，
我侧重引导学生走进作者的世界，走进鸟儿的情感世界，体
会作者的表达，不仅仅感受着作者平实质朴的语言，也体会
到他从笔尖流泻出的对生命的尊重与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