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白鹅教学反思
(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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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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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白鹅》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课文是怎样写
出白鹅“高傲”的特点的，难点是从那些看似贬义的词句中
体会作者对鹅的喜爱之情。

我在教学这篇文章时，主要是抓住重点句来学习，通过阅读，
谈体会的方法感受作者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在教学过程中，
总结出本课在写作上的特点，为本单元的写作打下基础。

但这节课的.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少举手发言，教师引导
较少，激励的语言不多，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老师讲解过
多，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丰子恺的《白鹅》幽默风趣，使人百读不厌。他笔下鹅的形
象活灵活现，意蕴更是深刻。

在上这课内容时，感觉学生对“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
大叫”理解的还不够透彻。灵机一动，我何不让他们比较一
下这三个词的不同点呢？一开始学生沉默一会，然后面露难
色地直直地盯着我，分明在说“老师，这怎么比呀？你这不
是为难我们吗？”等了会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憋不住了，便



提示说：“你们可以从声音的大小、距离的远近比较一下，
看看有什么变化？”聪明的孩子一思索就出来了：呵斥距离
最近，声音相对来说要稍微轻些；叫嚣样子更凶，声音更大；
大叫由于距离远，声音就更响了。“这些词照道理都用在认
为不好的地方，这儿是不是作者对鹅的这种做法不满
呢？”“当然不是，感谢还来不及呢！它这样做是为了保护
主人。”我一惊，一语惊人呀！“那鹅要是会说话，它会说
些什么呢？”我顺势引导到。学生稍加思索就有了很多的答
案，有的说：“小偷，你别想进来，有我在呢！。”有的说：
“主人快出来看看哪，有人来了！”“快滚出去，谁让你进
来了？我的主人不在，不许你靠近一步……”还绘声绘色的
表演了起来。是呀，就是因为这样，鹅的主人告诉我养鹅等
于养狗，果真没错。

再往下学，孩子们从鹅的步态、吃相上领会到它做事的胸有
成竹，不慌不忙，临危不惧，不为周围事物、环境所改变的.
一丝不苟的办事作风等。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作者会说
它“好一个高傲的动物”，这句话对鹅的褒奖有佳呀！仔细
体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确实是一只令人钦佩的了不起的白鹅。
再次回头看这只高傲的白鹅，它是有足够的资本神气的，这
是自信的表现，绝不是看不起人这简单的理解。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1．重视感情朗读。感情朗读，使书面语言不仅能形成立体形
象，而且能转化为表情达意的有声语言，使文章的内在情趣
和学生的自身情趣相得益彰。课堂上我努力用多种形式的读
来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如个人读、齐读、比赛读、大声读、
默读、快速浏览等，这样通过多读去感悟作者用词的生动和
抓住特点表达的方法。最后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句段背
诵下来，升华情感，感悟作者语言的魅力。

2．重视咬文嚼字。依靠联系上下文，引导学生对重点词语、
句子进行仔细推敲、品析，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



以然。当讲到鹅的吃相“三眼一板”的时候，我又引导学生
联系上下文理解“三眼一板”这个词。咬文嚼字是品味课文
内涵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咬文嚼字，反复品读，积累语文
知识。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白鹅》这篇课文中，作者重点表现的是白鹅性格的特
点――高傲，白鹅教学反思。作者刚把这只鹅抱回家时，
从“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的姿态中，留下了最初
的“高傲”的印象。继而以“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
步态和吃相中”这一过渡段统领全文，细致刻画了鹅“严肃
郑重”的声调，“大模大样”的步态和“三眼一板”“一丝
不苟”的吃相.

我在教学本课时要求学生在体会文句之后，边读边表演，帮
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文中优美词句的意思，更准确地体会作
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学反思《白鹅教学反思》。同时也使
原本沉寂的课堂气氛开始出现生机。在教学“鹅的步态”，
为了理解“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与鹅“步调从
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场”时，我让一位同
学扮演鸭，另一位同学扮演鹅，学生都能认真地表演，模仿
得很不错。看的学生也能在笑声中很好地把握鹅步态突出的
特点，这样在对比中突出了鹅的“高傲”，使学生对鹅有了
深刻的认识也加深了对其的喜爱之情。值得一提的是，学生
在表演鹅吃饭的情节时，能把鹅吃饭“架子十足”、“从容
不迫”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个“鹅老爷”的形象出现在
大家面前。

学生能在理解语句的同时，能够运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出
来，这能利用学生好动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
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一堂课下来，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课文的朗读方面，



太过平淡，不够生动，不能用幽默的语言引导学生读课文，
没有展现出作者的“妙趣横生”。最后，我觉得还应该改正
的地方是：应尽量地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让
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让我的课堂时刻充满活力。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课文是怎样写出白鹅高傲的
特点的，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因此我在教学设计时抓
住“白鹅的高傲体现在哪”这一线索贯穿教学。

我觉得自己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上课伊始，我告诉学生要开始学习第四单元关于动物的课文。
让孩子知道本单元大体上有哪几篇课文。这是从总体上对一
个单元的把握。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动物，那么我们先来学习
一篇关于鹅的课文，一提到鹅，大家很容易记起小时候背的
《咏鹅》，同时告诉他们，板书课题《白鹅》，学生齐读课
题。同时课件出示丰子恺的白鹅画图。让大家注意“鹅”的
老旧写法，现已废除，同时告诉他们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从
而记住“鹅”的写法，之后了解作者。

本环节检查了生字词语，尽管本课的生字新词比较多，但学
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认读得比较好，扫除了学习课文的
障碍。同时出示学生预习时出错最多的“蹲”和“脾”，请
学生说说哪个地方易错，同时让大家写两遍并同桌互查，订
正。这也体现了新课标中语文课上要有写字指导的要求。

通过初读，学生初步感知了鹅的高傲，说说白鹅给你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

学生回答得很不错，大多能用课文中的词句来回答：

a:鹅的吃相使我印象深刻！



b：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c：鹅的叫声严肃郑重，似厉声呵斥！

将学生带入课文第一段。在体会作者如何感受到鹅的高傲时，
让生抓住“伸长了头颈”、“左顾右盼”，让学生做做动作，
学生学习兴趣得到激发，并在动作中理解了词语“左顾右
盼”，初步感受到白鹅的高傲。接着我要求学生仔细读课文，
围绕“白鹅的高傲还体现在哪”，学生很快找到了中心句，
老师完善板书，并就此展开教学。

交流过程中，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了解白鹅叫声、步态和吃
相的特点。如抓住“厉声叫嚣”、“引吭大叫”，让学生想
象白鹅的动作、说的话，激发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把自己独
特的体验进行交流，体会鹅叫声高傲。回归到“好一个高傲
的动物！”学鹅的步态这一自然段时，让学生自读，勾画表
现鹅步态傲慢的词语。（“步调从容”、“大模大
样”、“毫不相让”）找出相关的语句读一读，体会鹅步态
的高傲！在体会“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
的净角出场”时，出示净角的图片，老师演示缓慢从容的步
态，在此基础上，再读“好一个高傲的动物！”指名读本自
然段。在读书、勾画相关词句并朗读体会的基础上，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学习鹅吃相的高傲。学生交流的很好。他们感受
鹅吃饭时的“三眼一板”、“一丝不苟”，以及鹅吃饭时非
要有一个人侍侯不可的“老爷”派头，体会鹅吃饭时的架子
十足。

学生的个性朗读为深入理解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因为课文较
长，生僻字词又多，所以，如何感悟作者的写作方法只好放
在下节课学习。所以，在作业方面，我提出了两项，一是把
课文有趣的地方读一读，把喜欢的部分背下来。

二是继续积累课文中的好词佳句。作业设计达到积累语言和
课外延伸的教学目标。从整节课来看，教学思路清晰，重点



突出，学生学得轻松，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实践了以读
为本、读思结合的设计理念。虽然做了很多设计和准备，但
在实际教学中也出现些问题，如课堂气氛有些严肃，在重点
词句的理解环节上，如“三眼一板”处理得不够到位。一堂
公开课让我觉得，教学的过程应是教师、学生、作者和文本
间的开放多元、动态生成的过程。教师要把学生的学情作为
自己教学新的生成点，尊重学生的个体感受，并根据课堂生
成，因学定教，灵活驾驭。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
导作用，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如此一来，我们的课
堂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的课堂，每个学生都能获
得最有效的发展，实现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真正统一。

白鹅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六

《白鹅》这篇课文幽默风趣，活灵活现，语言生动，全文读
起来给人一种喜爱之情。教学本课，我主要是这样做的：

教学描写鹅的叫声“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大叫”这几
个词时，我让学生先比较这三个词的不同点，启发他们联系
生活中听见过的一些叫声，回想一下，从声音的大小、距离
的远近比较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聪明的学生结合生活实
际，一下子就理解就很清楚了。然后我问学生：“你们觉得
作者把这几个词语用在这里，是对白鹅的喜欢还是对它的讨
厌呢？”学生通过自己的朗读和理解后，说是作者对白鹅的
喜欢之情，这说明学生已经读懂了作者笔下的白鹅的可爱了。
接着我顺势引导学生想象白鹅此时会想些什么？学生兴趣盎
然，有的还绘声绘色地表演了起来。这样，学生就理解了鹅
的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果真没错。

继续学习鹅的步调和鹅吃饭的情节时，让学生加自己的动作
表演体会作者笔下的白鹅的高傲。学生在表演时，能把鹅吃
饭时“三眼一板”、“一丝不苟”“架子十足”、“从容不
迫”等表现得惟妙惟肖。一个个“鹅老爷”的形象出现在大
家面前。



在学生熟读课文后，我引导学生从描写最精彩的语句入手，
体会本课的写作方法。作者主要从“叫声、步态和吃相”三
个方面分别来写白鹅“高傲”这一特点。请学生仿照作者的
写作顺序，写一写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也采用总写分写的方
式，这样一来，学生就知道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去写了。从
他们交来的习作看，有些学生也把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描写得
活灵活现，趣味十足。

总之，在语文课教学中，只要我们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学生不但学得很轻松还会有
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