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野兔饿了教学反思 野兔教学反
思(精选8篇)

通过爱国标语，我们可以唤起人们对国家发展的热情和期望。
在写爱国标语时，要注重表达方式和引用合适的修辞手法。
以下是一些勉励人心的爱国标语，让我们坚定爱国信念，努
力奋斗！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一

一、谈话导入，调动学生的进取性。

1、同学们学过很多寓言故事，你能说出哪些寓言故事的名
字?

2、学习生字“守”，教师板书课题，学生书空生字。

3、了解寓言。

经过本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为学习故事打下基础，从而到达“未成曲调先有情”的状态。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123页，听清教师的要求

1、大声朗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2、再读课文，边读边记边想：

(1)读(圈出生字)

(2)记(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能够加一加、减一减、换一



换)

(3)想(组词语)。

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自由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资料，对
故事有一个整体了解，扫清生字障碍，把故事读通顺，读准
确，为展示做好准备。

三、学习生字

活动一：我会读

1、有感情朗读课文，

2、概括课文资料。

填空：古时候一个种田人，白捡了一只_______，从此
他_______，整天_______，结果_______。

活动二：我会认

守：注意读音翘舌sh，识字方法_______，组词。

窜：重点纠正读音_______。请生做窜的动作。

用“窜出来”说一句话。

撞：注意读音翘舌zh，识字方法_______，组词。[整理]

活动三：我明白

桩：形声字。组词树桩。明白树桩什么样吗?

此：些字去掉下半部。运用减一减的识字方法。



锄：形声字。组词锄头。你明白有哪些带“锄”字的古诗吗?

活动四：我来讲故事

两个组pk讲故事

活动五：我会写

今日我们一齐写写“此”、“锄”，教师指导书写生字。

本环节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引导学生自读自悟，让学生在
自主学习后，小组合作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本事。在
展示环节中教给学生自学的方法，让学生运用多种识字方法
学习生字，如加一加、减一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本事，
有效利用导学案，有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自学活动。在活动
中注重生生互动，引导其他小组成员适时地帮忙展示小组
给“守”扩词，真正实现了生生对话。讲故事环节精心设计，
小组成员pk，调动了同学们讲故事的进取性。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在这节课里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如开展自学活动时对学生的要求不够明确，个性话评价语言
不够到位，也不够丰富等等。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继续努
力!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二

姨妈在她公司旁边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野兔，
很可爱，就带回了家。

小野兔是灰色的，只有两寸多长，看上去很机灵。它长着又
长又尖的小耳朵，眼睛很亮，黑黑的，像两颗黑宝石。看到
谁，就会把头抬起来，瞪着你看，一点也不怕人，真野啊!最
好玩的是它的嘴巴了，我在大白菜上掰了两片菜叶递给它，
它就毫不客气地用三瓣嘴去咬着，小嘴巴一动一动的，很能



吃。最有力的是它的腿了，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用力向后一
蹬，“嗖”一下飞快地跳出它的窝，一溜烟地跳、跳、跳，
可不像家兔那样乖乖地在家里待着，真是野性十足啊!它的小
尾巴又粗又短，俗话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果然是
的。

我每天喂小野兔吃白菜，吃食的时候，它的耳朵竖得直直的，
特别会享受。天热的时候，我把小兔子放出来，它就一蹦一
跳，然后躲在墙角里不动了，因为墙角既安全又凉快。有时
小兔子会盯着我看，它动动鼻子，眨眨眼睛，好像在
说：“小朋友，谢谢你把我养得这样好，我真快乐!”哈哈!
瞧它可爱的样子，我真想抱着亲亲。它也会安静地缩在墙角
边，用自己的小舌头去舔手，还用小手去挠挠自己的耳朵，
抓抓头，摸摸鼻子，像一个调皮的孩子。

有一天，小野兔忽然不见了，我和姨妈在家里到处找，也不
见它可爱的踪影，我急得都快哭了。就在大家都觉得它是不
可能再回来的时候，神秘失踪了五天的小野兔又不知道从哪
里冒出来了，五天五夜不吃不喝，它还是神气活现的。我连
忙拿菜叶子喂它，它一下子便狼吞虎咽吃起来。我抱着小野
兔，真是心疼啊!

小野兔慢慢地长大了，后来被姨妈送给了同事，我真想小野
兔啊!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三

（一）

表演是深受低年级小朋友所喜爱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借助
学生的表演来展示课文语言的内涵，或者是让学生分角色表
演，凭借角色效应，促进感悟。如《野兔》一文中，学生只
有真正地理解第三、第四小节中的内容，才能体会到野兔的
机敏、老鹰的凶猛。这两节中有不少精彩的词语，有的是学
生已知的知识，有的是他们一知半解的，有的则完全不能被
他们所理解。如将这些词语一一作解释，不但浪费了宝贵的
课堂时间，还会因教学方式的乏味而打消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这时表演就成了最佳的教学方法，请看教学实录：

师：小朋友读得真棒，你们愿意把自己当成文中的野兔和老
鹰，把这段精彩的.故事来演一演吗？在小组中准备一下。
（老师喊来两位同学表演，学生表演完后老师发现学生们能
准确地掌握“猛扑、盘旋、敏捷、扇动、扑棱、四脚朝天”
等词语，但不能准确理解“俯冲”这个词语。）

师：老鹰啊，你盘旋时姿势真美，但向下飞行时速度却不够
快，小朋友你们是从哪个词语中看出来的，老鹰飞行的速度
是很快的。（生回答“俯冲”）是啊，俯冲就是以高速度和
大角度向下飞，你刚才只是向下飞，却没有做到高速度和大
角度，你还能来飞一飞吗？（这次学生理解了俯冲的意思，
表演得很正确。）

（全班同学拍手叫好。）



没有照搬词典理性的诠释，没有进行抽象晦涩的说解，一段
妙趣横生的表演，就把理性、抽象的含义转换成了鲜明生动
的形象，使学生触手可及，受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四

本篇课文在语文第三册第五单元中。本单元训练要求之一就
是教会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根据要求圈划词句。本篇课文是
一篇老教材，描写的是作者看到的一个奇异景象：在野地里，
一只弱小的野兔踢死了凶猛的老鹰。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把
老教材上出新意，同时又能让学生学得扎实？这是我在本课
备课之初就想有所突破的问题。

弱小的`野兔能战胜凶悍的老鹰，不可思议的故事本身对学生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本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把重点放在
第三、四小节的学习上，以读代讲、少讲多练，帮助学生理
解课文内容，从而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积累语言材料。

1、以读代讲。本堂课，为了让每个学生有读课文的机会，我
安排了各种形式的读，如：初读课文时，我让学生自由轻声
读课文；在理解课文时，我让学生默读课文、同桌互助读课
文、分角色朗读课文等形式，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体会
课文的内容。反复的朗读，使学生基本达到了熟读成诵的要
求。

2、少讲多练。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边读边思考的阅读习惯，我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文字训练因素，采取灵活多
样的训练方式，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如：初读课文时，
让学生边读边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完成练习：
（）的野兔用（）战胜了（）的老鹰。理解课文时，让学生
一边默读课文，一边找找句子：课文中哪些是描写老鹰向野
兔进攻的句子？用“~~~~~”划下来，哪些是描写野兔对付老
鹰的句子？用“——”划下来。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文，让学
生感受动物之间搏斗的惊险，体会野兔以弱胜强的计谋。并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说说野兔是怎样用巧计战胜老鹰的，使
学生自己对课文内容的领悟取代了老师对教材的讲解分析。

任何一堂课，有其成功之处，必然也有其不足之处。本堂课，
我就觉得自己在对学生进行阅读训练的同时，对学生的识字
教学落实还不够。我将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完善，不断提高。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7个生字。积累9个词语。

2．正确朗读课文。

3．能正确划出写野兔与老鹰搏斗的句子。

4．感受动物之间搏斗的惊险，体会野兔以弱胜强的计谋。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人新课。

1．师：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两种动物，它们是——(教师
出示“野兔”、“老鹰”贴图)

师：小朋友们，你们是怎样评价这两种动物的.?请用·怎么
样的野兔”或“怎么样的老鹰”来说一说。

2．师：当野兔遇到老鹰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3．师：今天呀，我们可要认识一只不平凡的野兔，看看在它
身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听课文录音，边听边思考：说一说，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
内容?

2．轻声读课文，自学生字。

3．检查自学情况：

4．接龙读课文。

三、抓住重点，学习主文。

1．学习第一节：作者在野地里发现了什么?齐读第一节。

2．引读第二节：我正要去追——(生读)

3．重点学习第三、四节：

(1)自由读。说一说：在这两小节中，你们读懂了些什么内
容?师板书

(2)师：弱小的野兔是如何用巧计战胜了凶悍的老鹰的呢?请
以小组为单位，分别找出老鹰向野兔进攻的句子，用曲线划
出；野兔用巧计战胜老鹰的句子，用直线划出。

(3)小组合作学习。

(4)反馈交流。随机指导朗读：抓住关键词读出老鹰的凶猛，
野兔的机敏。

(5)师：这真是只不寻常的野兔，让我们再次有感情地朗读第
三、四节，领略这一奇异的景象。

齐读第三、四节。

(6)师：现在，你们能不能根据课文插图和提示，来说说野兔



是怎样用巧计战胜老鹰的。

忽然野兔，。那只老鹰，·突然，野兔，，一连几下，，，。
原来，。

1．师：学了课文后，这只野兔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请你再用
“怎么样的野兔”来说说。

2．师：小朋友们说得真好，对呀，在一定条件下，弱者也能
战胜强者。这就是课文告诉我们的道理。

3．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落实练习，课外拓展。

1．组词：割()放()府()

害()防()俯()

2．说一说：老鹰在天空中怎样飞?演一演，再说一说，可以
选用下面的词语。

盘旋斜着身子扑棱扇动翅膀俯冲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能借助汉语拼音正确认读“割、坑、绕、防、异、俯、敏、
捷、躺、栽”10个生字；积累“不料、盘旋、俯冲、敏捷、
扇动、四脚朝天、扑棱、巧计”8个词语。书写并记忆4个生
字。

2、朗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改字，按标点停顿。



能背诵课文最后一节。能正确划出课文中描写野兔的句子，
说说野兔怎样用巧计战胜老鹰。

3、感受动物之间搏斗的惊险，体会以弱胜强。

教学重点：

1、在语言环境中认识字词。

2、说一说野兔怎样用巧计战胜老鹰。

教具准备：

野兔图、老鹰图、生字卡片、课文录音、录音机、野地的图
片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两个小动物，它们是——教师出
示“野兔”、“老鹰”图。（学生有可能会说是兔子，那么
师就可借机说说野兔和家兔的区别，强调野兔的生存能力更
强）

2、谁能用“怎么样的野兔”、“怎么样的老鹰”来向大家介
绍一下这两个小动物？（生自由回答，师板书：弱小的野兔
凶猛的老鹰）

3、那么当野兔遭遇老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凶猛的老鹰
会伤害弱小的野兔）

4、不过，今天老师要带你们认识一只不平凡的野兔，看看在
它身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板：31、野兔）指名读、齐
读。



（课文的导入从直观教具入手，更能让学生感受到野兔的弱
小，老鹰的凶猛。同时教师又巧妙地将学生感受外化，训练
学生用词的准确性。最后，教师话锋一转，留下悬念，顺理
成章地引出了下文。）

二、整体感知，学习生字。

1、打开书，轻声读课文，注意将课文读正确，尤其要读准生
字的字音。指名逐段读，注意正音：趴在、扇动（“扇”作
动词时读第一声）、扑棱（它有两个读音，作动词时为抖动
或张开的意思读轻声，作象声词时读第一声）、栽倒。

2、学习生字“栽”：

a、“栽”是由三部分组成，十个木头加兵器。

b、组词（在组词中让学生了解它的两个基本含义：栽种、摔
倒）

（在低年级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确朗读的习惯十分重要，不可
忽视。教师在进行指导时，应特别注意培养学生读好多音字、
轻声、儿化等，帮助他们读准课文，进而更好地理解课文。）

三、抓住重点，学习课文。

1、重点学习第3、4小节。

（1）当文中这只弱小的野兔遇到凶猛的老鹰时，它是怎样做
的？请以小组为单位，用直线划出有关的句子。用曲线划出
老鹰向野兔进攻的句子。

（2）反馈交流。

（3）随机学习生字：



“敏捷”：a、正音“敏”。

b、书空“捷”的右半部分。

c、谁来学做文中的野兔也来敏捷地一跳躲开了？（师小节：
对，就是迅速而机灵地一跳）

（4）听了同学的朗读，你能用（）的野兔，（）的老鹰来介
绍一下文中的小动物？（生回答机敏的野兔，凶猛的老鹰）

（5）说得真好，那么你们是从哪些句子体会出野兔的机敏，
老鹰的凶猛？请你们在小组中分角色再读读品品，关键词可
以用圆圈圈出。

（6）哪组同学能通过朗读读出野兔的机敏，老鹰的凶猛？指
名读。自愿读。

抓关键词：

老鹰“盘旋、斜着身体、俯冲、张开了、盯住、扇动、打、
猛扑、啄、扑棱、栽倒”

野兔“敏捷地一跳、迎着老鹰跳、跳得比老鹰还高，四脚朝
天地躺在地上，弹出后腿、重重地踢、一连几下”

（注：这些关键词是通过学生的朗读表现出来的，不必单独
交流）

（7）男女生合作读。

（8）小朋友读得真棒，你们愿意把自己当成文中的野兔和老
鹰，把这段精彩的故事来演一演吗？在小组中准备一下。

（9）看了他们的表演你们有什么疑惑吗？



a、当老鹰张开爪子去抓野兔时，它为什么不逃走，反而跳得
比老鹰还高？

b、为什么在老鹰扇动翅膀打向野兔后它要一动不动地躺在地
上呢？

（以上教学环节概括起来地说有两个教学任务：1、通过朗读、
表演来感受动物之间惊险地搏斗，野兔的机敏，老鹰的凶猛。
2、留下疑问，启发学生进一步地思考，为下面的教学做好铺
垫。）

学习第1节。

（1）以上两个问题我们不急于回答，请你们再读读课文，尤
其注意读读第一小节，也许它能给你们带来些启示。

（2）指名读。

（3）学习生字：

“割”：抓住字形（竖出头，书空）

“坑”：注意读音（后鼻音）

“绕”：换部首组词。

“防”：出示“防备”找近义词。

（4）指名说说以上两个问题，师给予评价。

（然后出示“野地”图，让学生了解野地就是野外的荒地，
是空旷的，无处可躲的。鹰每小时可飞行300公里，而兔子奔
跑的速度则为每小时60——70公里，所以这只身手敏捷的兔
子早已知道无法逃出鹰的魔爪，只有与老鹰就地对抗置它于



死地，才能使自己脱身。兔子的办法真可谓是巧计啊！）
（板：用巧计战胜）

（5）这真是一只不平凡的兔子，难怪作者说：“眼前出现了
奇异的景象。”（学生字“异”）

（第一小节的所带给我们信息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去
欣赏它就会品出不同的滋味。学生通过对两个问题的解答说
出自己的理解，这样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理解力，还提高了他
们的口头表达力。最后师的小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帮
助学生理解野兔办法的巧。）

四、总结课文。

1、这个小故事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师总结：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方法运用得当，弱者也能
战胜强者。）

2、齐读全文。

五、巩固生字，指导背诵。

1、组词：割（）俯（）放（）异（）

害（）府（）防（）导（）

2、指导朗读。

出示填空：

忽然野兔________，________。那只老
鹰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原来，________________。



根据填空师生合作读、同桌合作读。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七

学目标：

1能借助拼音正确认读10个生字。

2积累“俯冲、盘旋、四脚朝天、土坑”4个词语，读准“扇
动、扑棱、栽倒”3个词语，在田字格重点书写“割”。

3正确朗读课文，做到不加字，不漏字，标点符号要停顿。能
够借助提示背诵课文第4小节。

4划出文中描写老鹰、野兔的句子，了解野兔用巧计战胜了老
鹰。

5感受动物之间搏斗的惊险，体会弱者凭着聪明才智也能战胜
强者。

教学过程

一、出示野兔的图片，引出课题

1教师分别出示“野兔”和“老鹰”的图片，学生说说图片上
是什么动物。

2学习“野”和“兔”的字形，“鹰”正音

3对比老鹰和野兔的速度，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们。交流：
强大、凶猛(600公里/小时)弱小、敏捷(60公里/小时)

4齐读课题：31野兔

二、初读课文，了解什么是“奇异的景象”



1学习“异”，用近义词的方法理解奇异。交流：奇怪、不同
凡响、非比寻常。

2读课文，说说什么是奇异的景象

3对“土坑、扑棱、扇动、啄瞎”四个词语正音，并根据拼音
归类交流：奇异的景象是“原来野兔用巧计踢死了老鹰。”
总结：弱小的野兔战胜了强大的老鹰，这是多么奇异的景象
啊!

三、再读课文，解读战斗过程(老鹰部分)

读第二、三小节，划出老鹰三次进攻的句子。交流：一只老
鹰在低空打了个盘旋，斜着身子，向野兔俯冲下来。老鹰张
开了爪子去抓野兔的脖子。老鹰盯住野兔不放，扇动有力的
翅膀朝野兔身上打去。那只老鹰猛扑到野兔身上，要啄它的
眼睛。(1)学习“俯”，查字典找到俯的意思：向下。

(2)个别学生读，指导朗读，概括要点：动作的词语读得稍重
些。

(4)思考：假如老鹰的进攻有效，野兔会怎么样?交流：俯
冲......抓掐死扇动......打打死猛扑......啄啄瞎总结：
老鹰对付野兔可谓招招狠毒，只要一招得手，野兔就只有死
路一条，这可真是一只凶悍的老鹰啊!

四、再读课文，解读战斗过程(野兔部分)

读第二、三小节，划出野兔的句子。交流：眼看就要抓住了，
野兔敏捷地往旁边一跳，躲开了。它并不逃走，反而迎着老
鹰跳过去，跳得比老鹰还高。忽然，野兔不动了，四脚朝天
躺在地上。突然，野兔弹出后腿，重重地踢老鹰的肚子，一
连几下，踢得老鹰扑棱着翅膀，一头栽倒在地上。



(1)学习“敏捷”，正音“扑楞”

(2)圈出野兔的动作，板书：跳、躲、迎、跳(四脚朝天)躺弹、
踢

(3)教师引读野兔的部分

五、悟理

野兔饿了教学反思篇八

本课教学设计思路清晰，做到环环相扣，每一步的教学都为
后面的内容做铺垫。本节课的'教学，教师创设了平等和谐的
教学氛围，关注学生的情感，在各种音乐活动中让学生听、
唱、玩、想象和创造。孩子们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感受到音
乐的魅力和成功的喜悦。

听是感知音乐和理解音乐的前提条件，也是艺术实践最重要
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我注重对学生听觉的培养，从听入手，
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熟悉音乐的旋律。再引导学生从歌
词中感受歌曲的情绪，通过想象和模仿来感受歌曲所反映的
生活。

本课在教学中注重了学科整合，对学生进行了思想品德的教
育，使学生懂得了要“不做不劳而获的，损害他人的事情”
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