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和鹿教学反思(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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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一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激情：

课件出示各种灯笼图片：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分别出现
不同的灯笼图片)

在过去的年代里，过春节的时候，农村的孩子们最快乐的事
就是夜晚打着灯笼在漆黑的小路上行走、玩耍。今天我们要
学的课文就是关于灯笼的故事。

课件出现课题：心中的那盏灯

指名(2~3人)读课题。

引导质疑：你有什么疑问吗?

[引导学生理解题意，主动思考，带着问题学习课文]

学生可能会问：

1、心中的那盏灯是什么?

2、为什么说心中的灯?



3、这盏灯什么样?

4、什么留在了心中?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标出自然段。

1、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认读生字。

2、检查认字情况。

(1)课件出示有关词语，反复、多种形式认读。

(2)课件出示生字：认读并指导书写(略)

重点指导“盏”、“巷”、“夸”

[重视书写指导，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

(3)默读课文，思考前面提出的问题。

(4)回答部分问题：心中的灯是什么?

三、整体感知课文。

读了课文，你有什么感受?

[整体感知课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建立起文字与心灵的沟
通，为下面的品读打下基础]

第二课时

一、复习字词：

1、出示词语卡片，认读并提示相关词义，区分同音字。



2、出示生字卡片，巩固重要笔画或易错笔顺。

二、品读课文：

1、默读课文，思考，使你最感动的是哪些语句?用曲线画出。

[抓住重点问题，全文阅读，尊重学生感受，从情感入手，培
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2、课件出示学生说到的语句，进行感悟朗读：

(1)父亲每打磨一阵，就停下来在衣襟上擦擦手，再把双手捂
在自己的脖子上暖和一会儿。

重点引导学生想像当时的情景，感受父亲的感觉：

“停”、“擦”、“捂”。说明一直摸着冰，冰在不同地融
化，太冷了，擦掉冰水，用脖子的热度使手暖过来，以便能
灵活打磨。

可以启发学生思考：爸爸这样做要干什么?(继续打磨冰灯龙。
)

为什么要这样做?结合前面的做灯笼的原因理解家境和爸爸的
态度，感受爸爸的爱。

(2)父亲疾步走过来，帮我掖好被子，连连说：“我不冷，我
不冷，小心别冻着你……”

引导学生通过“疾步”、“连连”、“我不冷，我不冷，小
心别冻着你……”感受爸爸当时的心情。

(3)父亲刚才给我掖被子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他的手真凉
啊!



此处以读代讲：评议“分明”、“真凉”该如何读。

3、品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1)指名读，思考：在这一段中，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
懂?

(2)小组讨论。

(3)交流：理解：

为什么痛快?

想象：夸奖什么?

心理珍藏的是什么?

(4)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三、拓展延伸：

你生活中有这样的感人事例吗?说给大家听一听。

[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感受生活，锻炼
语言表达能力。]

四、实践活动：

1、分角色自愿组合朗读课文。

2、对爸爸妈妈进行一次专题采访，请父母讲一讲对自己感人
的爱的故事。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二

1、学会本课生字，二类字只识不写。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3、通过诵读，从人们肆意杀狼，貌似护鹿，反而害鹿，使鹿
成了破坏森林、毁灭自己的祸首的事实中，悟出保持生态平
衡的道理。

(一)揭示课题

1、今天，我们学习第30课《狼何鹿》。(板书课题)

2、看了课题，说说狼和鹿之间你更喜欢谁?为什么?

3、过度：课文中的狼和鹿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消灭了人人
讨厌的狼会怎么样?请自己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提出自读要求：

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下列字词的意思。

贪婪哀嚎提防狩猎青烟袅袅

2、学生自学课文

3、检查自学情况

(1)生字词语



葱绿捕杀灾难下毒手生机勃勃

枯黄功臣威胁传染病生儿育女

(2)出示句子，读准多音字

狼一个跟着一个哀嚎着倒在血泊中。

人们特意保护的鹿，倒成了“大坏蛋”。

(3)理解词语：

贪婪哀嚎提防狩猎青烟袅袅

(4)指名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段落读给大家听，说说每个自然段将了
什么?

(三)学文。

1、自由轻声朗读课文一、三自然段，用一句话概括这两自然
段分别写了什么?

2、交流。

3、出示插图。

(1)第一幅：请你仔细观察画面，然后到课文中找一找哪些语
句是描写这个画面的?交流。

(2)第二幅：课文中哪些语句又是描写这个画面的呢?

(3)同样的森林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请你结合课本
上的文字来谈谈凯巴伯森林前后的变化。



交流：森林、鹿、狼。

4、啊，一百多年前，凯巴伯森林一片葱绿，小鸟歌唱，小鹿
嬉戏，一幅多么美好和谐的画面啊;而如今的凯巴伯森林却像
着了火一样，绿色在消退，枯黄在蔓延，美丽可爱的鹿在一
只只死去。

如此鲜明的变化，你能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吗?请你找到刚才那
两段话，练习有感情朗读。

(1)自由练读。

(2)指名读。

(3)男女生分读。

交流

6、现在你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吗?请你用几句话概括地说
一下。

填空：在森林中，狼是鹿的天敌，于是人们()狼，()了鹿，
使得鹿群()，造成了森林的和鹿群自身的()。

7、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老师这儿现在有三顶“帽子”要
你戴“功臣”、“大坏蛋”、“自由王国”。

读一读课文第四自然段，然后同桌讨论一下这些“帽子”该
戴在哪儿?为什么?

(四)延伸明理。

2、现在有人想在凯巴伯森林入口处竖一块警示牌，你认为该
在上面写些什么?



3、质疑。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三

教 学

目 标1、学习课学，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女娲为人们解
除痛苦的勇敢精神。

2、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的能力。

3、联系臭氧层对环保教育。

4、自学课文生字词。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知识点梳 理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展开想象，训练学生合理想象
的能力。

教 学

过 程第一课时

一、谈话激趣。二、出示插图投影，指导看图。图上是谁?她
在干什么?

三、揭题，释题。

四、录音朗读，学生自由读。

五、检查学生自学生字词情况。

六、读生字，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字意。



七、指名读文，正音。

八、齐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九、生讨论后汇报，师小结。课文讲的是传说中女娲看到天
塌了一大块，便冒着生命危险把天补好的事。

十、指导熟读全文。

十一、作业。1. 抄写生字词。2.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

3、女娲补好天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讨论以上三个问题后，汇报学习收获。3、指导学生从内容想
开去：

四、指名读第二自然段，体会女娲的心情，了解她的所作所
为及原因。

五、学习课文第三、四自然段，了解女娲补天的经过，解决
第二个问题。

(1)结合挂图理解这段话，进一步体会女娲为补天所付出的艰
辛。理解第三自然段中的”女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把天补
上”。

(2)引导生用自己的话说说天的经过

六、齐读第五自然段，了解大自然的美丽，解决第三个问题。

七、联系科学上的补臭氧层漏洞，培养学生对科学、对环保



的热爱之情。

八、引导学生读课前备好的神话故事，激发学生对我国古代
文化的热爱之情。

九、齐读课文，小结。

十、作业。1. 回答课后第二题。2. 阅读课外神话故事。

课 后

反 思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思考，和同学讨论
来读懂课文。先让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对课文中
难读的字音、不理解的词语，鼓励他们先自己解决。弄不懂
的向同学和老师请教，互相讨论弄懂。然后就“思考•练习”
第二题展开讨论，让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理解，让学生体会
到女娲的勇敢精神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四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功臣”和“祸首”，懂得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1、使学生明白为什么狼是“功臣”，而鹿是“祸首”。

2、增强学生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

一、激情导课

1、导入课题。

狼心狗肺狼子野心

狼狈为奸鬼哭狼嚎



引狼入室如狼似虎

从大家的朗读中显然可以听出我们对狼的厌恶，可在18课的
最后一段却有这样两句话，你记得吗?(出示幻灯)

指名读，此时此刻，有什么疑问吗?

2、明确目标。

生质疑，这节课，我们就一同去思考、去解决这个问题!

3、预期效果。

大家有信心解决自己心中的疑问吗?你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值
得向大家推荐的?指名说，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的完成!

二、民主导学

任务呈现

任务一、理解“功臣”“祸首”

1、自由读全文，分别用“—”和“﹏”划出有关森林和鹿群
前后变化的句子，标注感受。

2、默读所划句子，联系上下文思考：为什么狼是“功臣”?
鹿是“祸首”?

自主学习

生学习，师巡视。

展示交流

交流森林变化的句子



1、森林(前)：出示句子：一百多年以前，凯巴伯森林一片葱
绿，生机勃勃。

理解“生机勃勃”，联系上文“葱绿、鸟儿、鹿的语句”。

指导朗读，出示图片：这就是那一百年前的凯巴伯森林，看
上去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让我们再读读这句话。

师过渡：可是，25年后，凯巴伯森林还是那样有生机吗?

2、森林(后)：出示句子：整个森林像着了火一样，绿色在消
退，枯黄在蔓延。

齐读，读了这句，同学们再想想那曾经的一片葱绿，曾经的
生机勃勃，你想说什么?

引读，是啊，整个森林像_________，绿色在________，枯黄
在________。

交流鹿的变化

1、鹿群(前)：出示句子：小鸟在枝头歌唱，活泼而美丽的鹿
在林间嬉戏。但鹿群的后面，常常跟着贪婪而凶残的狼，它
们总在寻找机会对鹿下毒手。那时森林里大约有四千只鹿，
人们要时刻提防狼的暗算。

指名读，你们觉得鹿群的生活怎样?理解“嬉戏”

齐读

2、鹿群(后)交流：这是一群()的鹿。

a这是一群(饥饿)的鹿。

出示句子：凯巴森林从此成了鹿的王国。它们在这里生儿育



女，很快，鹿的总数就超过了十万只。可是，随着鹿群的大
量繁殖，森林中闹起了饥荒。灌木、小树、嫩枝、树皮……
一切能吃得到的绿色植物，都被饥饿的鹿吃光了。

指名读，他们饥饿到了什么程度?理解“饥荒”

引读：怪不得整个森林像________，绿色在________，枯黄
在________。

齐读出示句子

b这是一群(死去)的鹿。

出示句子：紧接着，更大的灾难降临了。疾病像妖魔的影子
一样在鹿群中游荡。仅仅两个冬天，鹿就死去了六万只。

指名读，你看到的是在饥荒中()的鹿?

默读，你想说些什么?抓住“仅仅、六万只”

齐读出示句子

c这是一群(饥饿且带病)的鹿。

指名读，同学们，眼前这八千只鹿还和那一百年前活泼而美
丽的鹿一样快乐吗?谁能想象到他们当时是什么模样?练习说
话：面对着曾经葱绿的森林变得枯黄，鹿无可奈何，他们有
的__，有的__，还有的__。

此时此刻，你是什么心情?让我们带着这种无奈、这种惋惜，
一起重温那场悲剧。齐读3段。

同学们，文中那一串串数字是否吸引了你?



出示课件，感受数字背后的悲剧。

【四千】只(活泼而美丽)的鹿

【超过十万】只(饥饿)的鹿

【六万】只(死去)的鹿

【八千】只(饥饿且带病)的鹿

读数字，这些数字一定震撼了你的心!现在，你知道破坏森林、
毁灭自己的祸首是谁了吗?出示句子：而人们特意要保护的鹿，
一旦在森林中过多地繁殖，倒成了破坏森林、毁灭自己
的“祸首”。

而“功臣”又是谁呢?默读第四段，说一说其中的原因。

出示思考题

狼是森林和鹿群的“功臣”，是因为________。

鹿是破坏森林、毁灭自己的“祸首”，是因为________。

任务呈现

任务二、寻找真正“祸首”，维护生态平衡。

默读全文，想想：你认为真正的“祸首”是鹿群吗?说说你的
感想。

自主学习

生默读，思考。

展示交流



1、你认为真正的“祸首”是鹿群吗?

指名读，引导学生联系第2自然段。

出示句子：当地居民恨透了狼。他们组成了狩猎队，到森林
中捕杀狼。枪声打破了大森林的宁静。在青烟袅袅的枪口下，
狼一个跟着一个，哀嚎着倒在血泊中。凯巴伯森林的枪声响
了25年，狼与其他一些鹿的天敌，总共被杀掉6千多只。

让我们再次感受那维持了25年之久的血腥场面，齐读。

2、谈谈你的想法。

三、检测导结

人类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是那样的残忍，那样的不堪入目。
在整个故事中，人类才是真正的祸首啊!

1、目标检测。

“功臣”本义是指对某项事业有特殊功劳的人，在文中是
指________。原因是________。

“祸首”本义是指祸患的主要人物，在文中是指________。
原因是________。其实，我认为整个故事中真正的“祸首”
是________。

2、结果反馈。

自己思考，同桌互说，全班交流。

3、总结。

这堂课中，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把你的收获分享给大家，好
吗?



师总结：其实，就像大家所说，生物界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
就像一架天平。一头是狼，一头是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
他们始终保持平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态平衡”。相信
大家能尊重大自然这份宝贵的生态平衡，让我们做保护生态
平衡的“功臣”!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自主认识10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好人物的对话，体会
不同的语气。

3.了解课文内容，学会与人相处，多替别人着想，邻里间和
睦、友好。教育孩子做一个尊敬老人、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的好孩子。

教学重难点：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团结友爱、互相帮
助、谦让的社会风尚。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

学生：了解身边邻里友好和睦或者反面的小故事。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新课

1.孩子们，你家住几楼?

2.今天，咱们动物王国的新楼盖好了，谁住顶楼?成了大家讨
论的问题。(出示挂图)孩子们想知道答案吗?我们一同去看看
吧!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自由读课文，初略课文内容

1.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读读，并看哪些词句
不明白，做上记号。

2.通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小组内读、听，注意纠正读音。

4.指名生读、听，纠正读音。

5.师小结。

三.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

2.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读、记生字字形。

3.检查学习生字的情况。



(1)指名读生字。注意：照顾学习较困难的孩子;纠正字音。

(2)开火车读生字。

(3)同桌交流识字方法。

(4)班上交流识记字的方法。(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一个字可
以用多种方法识记。)

(5)齐读;边读边书空;抢读。

四.指导书写

1.出示“描描写写”的生字卡片。

2.生自由读卡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忆字形。

3.指名读喜欢的字，并讲自己喜欢的记忆方法。

4.齐读;抢读。

5.组词，扩词练习。

6.对学生认为难写的字，师作范写，并注意强调书写规范、
美观，容易错的地方。

如：“底”字，注意不要把下面的点写掉了;

“溜”字，注意右边上面的那点不能写掉了;

“窗”字，注意下半部分的笔顺等。

7.生书写，师巡视。

8.评价学生书写的情况。注意多激励书写得好的孩子，激发



学生的兴趣，努力把字写好。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词语。

1。出示生字词语卡片。自由读记。

2.指名读;齐读;抢读。

二.学习课文

1.自由读文。你读懂了什么?找出不懂的地方?

2.汇报学生读懂了什么。

3.质疑，释疑。(注意对学生不理解的词语，让学生联系上下
文或者生活实际来理解。)

在引导学生理解“自告奋勇”基础上，让学生用这词练习说
话。

4.再读课文，体会中心。

(1)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中动物的对话，要求读出各小动物
的语气并弄清课文的内容。

(2)汇报读的情况。(注意引导学生评议读的情况)在读中体会
动物们和睦、友好的气氛，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质。

(3)汇报说明哪些小动物不适合住顶楼，哪些可以，为什么?

(小马脚步重;小兔下楼容易摔;小狗要为大家守门看家;老牛
爷爷年岁大，行动不便。所以都不做顶楼。)



(小猴爱攀高，胆子也大，所以可以住顶楼。)

(4)练习用“因为……所以……”来说话。

5.出示课后练习二的例句，找出其中的几组反义词。

(1)小猴说：“你后腿长，前腿短，上楼容易，下楼难，会摔
跟头的。”

(2)再读课文找出其它几组反义词。

(3)你还能说出别的反义词吗?小组来比赛比赛。

6.分角色朗读课文，表演课文内容。

三.小结。拓展

1.学了这课，你明白了什么?

2.班上交流邻里间互相关心或者闹矛盾的事迹。

3.孩子们学了这课，准备以后怎么表现呢?(生自由发言)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六

一、教学目标：

1、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健壮”、“漫山遍野”等词义。

2、懂课文第一自然段是怎样围绕总起句具体写出山里孩子的
特点的。

3、感情朗读课文第一自然段，初步感受作者对山里孩子的喜
爱之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找出总起句，了解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行文脉络。

三、教学准备：课文朗读录音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揭题

你们到山村里去过吗?了解山里的孩子们吗?说说你们了解的
山村，了解的山里的孩子。

(二)课文录音

(三)学课文，

1、自读要求：

(1)把课文读通顺。

(2)说山里孩子是怎么样的?

2、反馈。

3、生字新词的学习

(1)正音：甸盈歇跃充

(2)形：形近字组词

键()蹬()歇()盈()



健()登()渴()盆()

(四)学习课文第一小节

1、自由读：你发现这一段是用什么方法写的?

2、回顾怎样读懂总分段式。

3、按步骤自学总理解中心词“健壮”

4、细读这一段：山里的孩子怎么会长得这么结实、健壮呢?

读中体会，读中交流。

5、理解“满山遍野”：读课文，从课文中句子来理解。

想象说话：他们在山冈()，他们在竹林()……

他们到过这么多地方，赶过这么多事情，怪不得长得这么结
实、健壮。用欢快的语调读好第4句。

6、感情朗读、

7、试背诵。

(五)作业

1、扩词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量词和表示怎么样的词

一()野花()一()凉茶()

一()鸟叫()一()客人()



一()动物园()一()翠竹林()

五、教后记

今天这堂课，我觉得上得很有味道。特别是在学习第一自然
段是，让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满山遍野”，在读中来悟
“结实、健壮”，觉得特别好，很大气。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1、能读懂课文是怎样围绕总起句把山里孩子的特点写具体的。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一步体会作者热爱山乡、热爱
山里孩子的思想感情。

3、巩固复习字词，理解“向导、热情好课、充满”等词的词
义。

二、教学重点、难点：理解课文中的重点词句。

1.复习引入：

(1)趣味引背：

(2)回顾学习方法

2.学习课文第2段

(1)用这样的方法，自学课文第二段

课文第二段是按()写的。总起句是()，中心词是()，分述部
分是第()句，从()、()、()三方面具体来写。



(2)读后反馈校正。

(3)读中感悟，句子比较，体会山里孩子的热情。

他们迎接进山的客人。

他们笑眯眯地欢迎进山地每一位客人，为客人当向导。

渴了，他们递上一碗茶。

渴了，他们递上一碗清凉的茶，像清泉，像露水，一直甜到
心窝里。

比一比，哪句话更能体现山里孩子的热情。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四人小组合作学习第3段。

(1)出示填空先自学，然后小组讨论理解“幻想”

(2)哪些地方让你体会到他们充满幻想。找到有关句子进行充
分朗读。

小组内先读在推荐同学读。

重点评价朗读：表现山里孩子满怀希望、蛮有信心的样子。

(3)连起来读分述部分

(4)山里孩子幻想真多呀!课文哪个词说明这一点?

(5)启发想象：他们还会有哪些幻想?

(6)要是山里孩子这些幻想都能实现的话，山村肯定会变得更



加美好。

4、分组齐读课文这三个小结。

5、讨论：山里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呢?

教师充满激情小结：是大山养育了他们，他们呼吸大山里新
鲜空气，喝大山里的水长大，是大山培养了他们那样的胸怀，
那样的气魄。

齐读最后一句话。

6、总结

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什么收获?

7.作业

1.完成作业册

教后记：

第三课时

目标：

1、巩固生字新词

2、进一步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

3、能仿照第三段，围绕总起句写一段话。

一、听写词语

二、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通过朗读比赛的形式进行：

(1)先四人小组合作进行然后组内推荐一名

(2)各组推荐比赛

(3)评出优胜

2、背诵课文

三、读写迁移

教师启发：山里的孩子结实健壮、热情好客、充满幻想。他
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从小就有把自己的家乡装扮地更美的打
算。我们城里的孩子也充满幻想，也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
地更加美丽。围绕“城里的孩子，心里充满着幻想”这一总
起句说话、写话。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七

一、课前准备：查阅资料，了解有关陨石的知识。

二、质疑导入新课。

1、同学们，老师这儿有几张陨石的图片，大家观察一下，它
与普通的石头有什么不同?

2、今天就来学习新课。板书课题：天外来客——陨石

3、看到这些石头，你想知道些什么?(让我们带着问题到课文
中看看吧.)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准生字的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2、指名读课文，大家认真听，课文中的生字，句子有没有读
准确。

3、认读新的生字朋友。(出示生字卡片)这些生字朋友谁已经
认识他们了?

4、(课件出示所有生字)说一说你觉得哪个字比较难记，有没
有好办法能帮助记忆?

5、在初读课文后，你对陨石有了哪些新的了解?

6、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弄明白?

四、细读课文，交流感悟。

1、带着不明白的问题，小组合作读书，结合自己课前查找的
资料，讨论交流，解决不明白的问题。

2、各小组汇报学习收获。其他同学认真听，如果有不同的意
见和想法，一会儿可以加以补充。(陨石在宇宙中是一些星体，
沿着自己的轨道不停的航行，当它和大气接触时，由于分裂
变成了小碎快来到了地球上。)(它们在天上其实自己也不会
发光，是太阳的光照在它们身上，我们才感觉它一闪一闪的。
)

3、(出示)“它是一块沉睡的物体，还没有被生命唤醒。”

(1) 理解“沉睡，唤醒”

(2) 课文为什么这样说，你从中体会出什么?(它们来地球可
以让我们研究宇宙中星体的结构。)

4、大家想一想，从陨石身上我们还可以研究出些什么?它还
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



5、齐读课文最后两小节。

(1)你觉得它会在回忆什么?

(2)理解“信使”的意思。

(3) 一块石头又怎么能当信使呢?

(4)你们想知道陨石过去的哪些行踪?我们来问问陨石吧!

(5)问了这么多，又怎么能得到答案呢?(只有去不断的探索和
研究)

五、作业设置。

课后继续查找资料，准备下节课讲陨石的故事。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八

感受红头的绝望与无助。

“那我马上就会死掉！”红头哭起来。

“可是你说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呢？”红头悲哀地说。“谢谢
你！”红头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教师引导：瞧，它一个不小心就被牛吃掉了。在这种紧张和
害怕的心理下，

红头是多么的伤心啊！你感受到了什么？是从哪个词语感受
到的？

预设

1：我从“哭”感受到红头的无助。



预设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害怕到极致又无助的感觉体会红头
的绝望，紧接着让学生带着理解进行朗读，读中感悟，用读
加深理解，用读表现理解。）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九

一、关于教材。

小学三年级语文(s版)上册第八单元以“神话传说”为主题，
安排了三篇民间传说和一篇神话故事。这些文章内容具体丰
富，情节生动有趣。其中的英雄传奇令人神往，先人的智慧
让人赞叹，能有力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放飞学生想象的翅
膀，从中感受到文化艺术的绚丽多彩。

《炎帝创市》是本单元的第一篇精读课文，是一篇我国古代
传说。讲述的是相传炎帝创立了市，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
给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故事按炎帝“为什么创市——怎样
创市——创市的结果如何”的顺序来写，条理清楚，适宜小
学生阅读。

二、关于教学目标。

依据《课标》要求，结合教材特点及学生实际，我设定了一
下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了解炎帝创市的故事，感受炎帝关心
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精神。

2、引导学生在阅读课文时，积累好词佳句，培养主动积累语
言的良好习惯。

3、学习本课要求会认13个生字，会写的6个生字;要求掌握的



词语：摆手、兽肉、鼓励、多余、麻烦、反复、比较欣喜。

4、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炎帝创市的经过;难点是感受炎帝关
心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着想的精神。

三、关于教法。

1、通过谈话激发学生阅读本文的兴趣;

2、通过分角色朗读，体会人物感情，感受炎帝关心百姓生活
的。精神品质;

3、采用“读——议——感悟”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
容。

四、关于学法。

采用“以读为主，读中感悟”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在阅读
实践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究，提高感悟理解能力。

五、关于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了解现代市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2、了解山区赶集的交易形式;

3、你想知道山区这种“集市”的交易形式是谁最初创立起来
的吗?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帝王叫炎帝，是他创立
了“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今天，让我们
一起来学习《炎帝创市》这篇课文，来了解炎帝是怎样创市
的。

4、出示课题，引导学生明确课题意思。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

2、学生带着疑问自读课文。

(1)借助课文里的注音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2)把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语画下来。

3、读后想一想议一议：炎帝创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4、指导学生自学生字、词语。

(三)细读课文、理解感悟。

1、读课文第2、3自然段及第4自然段前两句，了解炎帝产生
创市想法的缘由。

(1)指导学生朗读文中对话，体会炎帝关心百姓生活的品质。

(2)讨论：炎帝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和别人交换东西?

a、农家：只会种庄稼，不会打猎。捕鱼，一年到头只吃谷物
和蔬菜。

b、猎人家：打猎，并用兽肉与农户交换，桌上不仅有兽肉，
还有一些谷物和蔬菜。

c、炎帝从中受到启发：拿吃不完的东西，跟别人交换自己需
要的东西，这真是个好办法!应该鼓励大家都这样做。

2、读课文第。4、5、6自然段，了解炎帝创市的经过。

(1)读第4自然段后半段，讨论：为了鼓励大家交换，炎帝又



想到了什么问题?

麻烦——大家交换就没有积极性。

方便——人们交换的积极性就高。

(如果规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换，不是方便了吗?)

(2)读第5自然段，讨论：炎帝为什么要把交换的时间定在正
午?

a、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对呀，把交换的时间定在正午不是很
好吗?

b、这个时刻人们既容易记住，又有充足的时间赶到交换地点，
交换后，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回去。

(3)读第6自然段，讨论：炎帝是怎样规定交换地点的?

(经过反复比较，他决定每天正午，在人口聚居的中心地带，
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

(4)说说炎帝创市经过，讨论：炎帝是怎样创市的?

(炎帝为了鼓励大家交换产品，围绕“方便”二字，想了很多
问题(又想。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反复比较)，最终决定每
天正午，在人口聚居的中心地带，让人们互相交换产品。这
样他为人们创立了“市”。

3、读课文第7自然段，感受市场的热闹场面，体会炎帝创市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1)市场上人们怎样在交换产品?



(2)老百姓为什么觉得生活方便多了?

4、回读第1自然段，说说人们为什么非常爱戴炎帝，总结全
文。

(1)你喜欢炎帝吗?为什么?(炎帝关心百姓生活，处处为百姓
着想。)

(2)总结全文：当了解到农家一年到头，只能吃些谷物和蔬菜
时，炎帝心里很难受。当听到猎人说说：“这些东西是我打
猎经过一户农家的时候，拿兽肉跟他们换的”，炎帝马上称
赞道“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应该鼓励大家读这样做”。为了人
们交换产品的方便，炎帝“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反复
比较”，“决定每天正午，在人口聚集的中心地带，让人们
互相就会产品”。炎帝就是这样创立了市，给人们生活带来
了极大方便。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炎帝关心百姓生活，处
处为百姓着想精神品质。所以课文开头说“人们非常爱戴
他”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拓展延伸。

1、把这个故事讲给小朋友听。

2、在网上收索有关炎帝的故事读一读。

(五)巩固练习

1、认读生字。词语。

2、课文中有许多四字词语，比喻“四面八方”，请你再找出
几个来，写在采集本上。

六、关于板书设计



狼和鹿教学反思篇十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弄清春天的景物和刘老师之间的关系。

4、学习作者列举事例、边叙边议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难点：

学习作者运用各方面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形象的表达方法。

理解课题“理想的风筝”的含义。

教学准备：课件

总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了解大意，学生生字词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思路，弄清文章举了哪几个事例
描写刘老师的形象;初步感受刘老师的良好品质及他对工作、
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2、学习描写春天的句子，并进行积累;学习描写刘老师外貌



的句子，明白刘老师是个慈祥、忠厚的残疾人。

教学过程：

一、深情导入，激发阅读期待

1、又是一年春来到，春风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枝。想乘着
这股春风出去放风筝吗?在放风筝时的心理感受。

2、质疑：理想的风筝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叫理想的风
筝?……(板书：理想的风筝)

二、检查预习，顺情引导

1、请学生带着疑问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不
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2、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可以分成几部分?
怎么分?并记录下自己的疑问。

课文主要写“我”回忆李老师心酸执教，春天放风筝的情景，
表达了对老师深深的怀念之情。

课文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1——3)每逢春天到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刘老师放上天空的风筝。

第二部分：(4——9)回忆刘老师的为人和他放风筝的情景。

第三部分：(10——11)写“我”对分别近30年的刘老师的怀
念之情。

3、学生再次默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和文章脉络。看第二部
分中，回忆了对刘老师的哪几件事。



根据学生回答，引导概括出三件事：笑谈腿疾、上课板书、
喜放风筝

三、走进文本，享受春景

1、课文主要回忆刘老师的为人及他放风筝的情景，可开头却
描写了什么?(春景)

作者为什么要写春景呢?

指名读第2自然段

2、看到这么美的春天，你会感受怎么样?(舒服、舒畅、心境
愉快)

3、课文哪一自然段中哪一句话是描写春天时人们的心情很舒
畅的?(第7自然段第二句)

出示：“当春天吹绿了……浮上心头。”特别是哪个词语更
表现出了人们的心情很愉快?(浮)

4、原来，春天的美不只是在于花草树木，还在于蓝天上的一
只只美丽的风筝，还在于人们的舒畅心情。作者看到风筝，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刘老师，想起他放上天空的风筝。

5、再次读春景部分，思考：作者只是因为喜欢春景才写这些
春景的吗?

小结：作者从景写到风筝，写到想起刘老师，过渡得很自然。

四、由景及人，认识主角

1、从景到人，从看到的景象联想到并开始回忆自己喜欢的人
物，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以后同学们写作时也可以使用这
样的方法。



2、写人物时，一般喜欢先描写人物的什么?(外貌)

3、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刘老师的外貌吧。

4、课文中又是如何描写他的呢?

5、从这几句话中，读出了一位怎样的刘老师?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思想感情

教学目标

1、体会文中流露出来的师生情，受到刘老师人格魅力的影响
和熏陶，热爱生活、勇敢地面对生活。

2、学习通过几件事写人的表达方法。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导入新课

1、出示词语组

2、指名读读这些词语，看看这些词语中哪一组会让你想到刘
老师的那一件事。

二、品味细节，感受人物

(一)笑谈腿疾

(二)旋转板书



(三)喜放风筝

三、品味心声，深化情感

1、可是这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因为作者已近30年没有见
到刘老师了。

2、这段饱含深情的文字中你们听出了作者对刘老师的哪些情
感?(板书 思念)

3、一只只自翱翔的风筝成为作者心中最美的风景……、

四、提升感悟，放飞情感

1、漫长的30年，刘老师又在哪里呢?

出示：“刘老师啊，您在哪里?我深深地、深深地思念
你……”

2、多么余味无穷的省略号啊!

3、续写

五、总结延伸，拓展积累

1、交流收集的资料，介绍作者

2、从刘老师等强者身上感悟到什么?

3、读名言

4、总结

生活中虽然有太多意料不到的磨难、挫折，但是，只要我们
有一颗永远爱生活的年轻的心，只要我们顽强地面对生活，



微笑着不断追求，蓝蓝的天空一样属于你，灿烂的明天一定
属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