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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蜜蜂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是部编版三年级下学期第四单元，在单元中就明确
学生要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本课设计为两
个课时，而第一课时的学习就是要充分利用学生自主学习的
优势，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文学家。因此，在这课中非
常重视学生体会作者用词的严谨。从课堂的细节入手，希望
通过老师的严谨充分体现法布尔善于思考、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例如：在检查朗读时，对于学生在“听说”、“总
是”等语言时，要求学生在朗读时要在语气下有所强调。这
节课分为两个部分展开：

1、利用导学案回家预习再通过课堂检查预习，解决字词，及
朗读的问题。明确文章结构，搞清楚实验目的、实验过程、
实验结论。

2、学生自主学习，梳理实验过程。这是传统课堂和学生自主
学习的一种有利的结合，通过教学改革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提问目的不是很明确。例：在我讨
论推测的含义时，没有及时的把推测和猜测分析透彻，使得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还经常混用这两个词语。



2、课堂时间的分配不足。在检查预习效果中，花费的时间过
多，通过学生自己的相互检查，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结
果时间却无法及时控制。导致后面学生自主讨论试验过程时，
很多的学习小组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3、我在上课时预计不够，因此在学生展示时，无法对学生的
一些问题，提出质疑，让课堂更加的明确教学目的。

以上是我对这节课的看法与反思，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
改进，努力让学生在课堂中，真正的提高学习效率，向高效
课堂迈进！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蜜蜂教学反思篇二

《蜜蜂》一课，讲的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听说蜜蜂有辨
认方向的能力，无论飞到哪里，它总可以飞回原处。法布尔
决定做一个试验，来验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通过试验，证
明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在教学时，我想先用学生学过的《蜜蜂引路》来引出“蜜
蜂”，然后揭示课题;通过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来自读、
思考、讨论、交流四个问题：

1、作者法布尔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2、法布尔是怎么做这个试验的?如果去掉其中的一个环节，
行不行?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3、最后法布尔得出的结论和“听说”的一样吗?

4、除此以外，法布尔还得出什么结论?通过这四个问题的讨
论交流，可以让学生既理解课文内容，又能让学生体会法布
尔的观察发现和探索精神，体会他的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求实的科学作风。



通过教学，我感受到这次我对《蜜蜂》这一课钻研的还比较
透彻，把握住了课文的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在教学中比较适
宜、清楚地加以了分析，课件也设计的比较适用、实在。只
是我那种在课堂上对教学设计的实施，在时间上把握得不够
好，随意性比较强，今后还有多加注意。同时，还要加强朗
读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蜜蜂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是部编版三年级下学期第四单元，在单元中就明确
学生要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本课设计为两
个课时，而第一课时的学习就是要充分利用学生自主学习的
优势，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文学家。因此，在这课中非
常重视学生体会作者用词的严谨。从课堂的细节入手，希望
通过老师的严谨充分体现法布尔善于思考、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例如：在检查朗读时，对于学生在“听说”、“总
是”等语言时，要求学生在朗读时要在语气下有所强调。这
节课分为两个部分展开：1.利用导学案回家预习再通过课堂
检查预习，解决字词，及朗读的问题。明确文章结构，搞清
楚实验目的、实验过程、实验结论。2.学生自主学习，梳理
实验过程。这是传统课堂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一种有利的结合，
通过教学改革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1.在教学过程
中，老师的提问目的不是很明确。例：在我讨论推测的含义
时，没有及时的把推测和猜测分析透彻，使得孩子在学习的
过程中，还经常混用这两个词语。2.课堂时间的分配不足。
在检查预习效果中，花费的时间过多，通过学生自己的相互
检查，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结果时间却无法及时控制。导
致后面学生自主讨论试验过程时，很多的学习小组由于时间
的关系，无法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3.我在上课时预计不够，
因此在学生展示时，无法对学生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让



课堂更加的明确教学目的。

以上是我对这节课的看法与反思，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
改进，努力让学生在课堂中，真正的提高学习效率，向高效
课堂迈进!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蜜蜂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是一篇通过典型事例说明蜜蜂具有方向辨认能力的科普
文章。文章首先介绍了问题的产生，即“听说，蜜蜂有辨认
方向的能力，无论飞到哪里，它总是可以回到原处。”接着
用了较长的篇幅介绍法布尔在女儿的配合下进行了蜜蜂能否
辨认方向的试验。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是在进行语言文字
能力训练的同时，让学生了解作者观察、思考、试验的方法
和对科学的求实精神。

教学本课时我采用以默读为主，自主探究的方式，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老师的主导作用，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
特体验，让学生感悟到试验的乐趣和从事科学研究应有的求
实精神。

在第四册教材中有一篇课文叫《蜜蜂引路》，其中也提到了
蜜蜂辨认方向的能力，于是在一开始上课时，我便让学生回
忆这篇课文，有学生用自己的话说出了故事的内容，我引导
学生思考，蜜蜂为什么能为列宁引路呢，不少学生联系到本
文说出了答案。在这样的知识再现过程中，不仅回忆巩固了
学过的知识，还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学生带着
质疑走进了课文。

在学习法布尔做试验的过程时，我让学生分别找出法布尔对
蜜蜂做了哪些事情，而蜜蜂又是怎样反应的。在这些对比学
习中，学生发现蜜蜂能从两里远的地方飞回家，觉得实在是
太神奇了，于是真切地相信蜜蜂有辨认方向的能力。



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蜜蜂教学反思篇五

现代语文教学，非常注重个性化阅读和感悟，注重学生大胆
地表达个人的创见和疑问。因此在在教学《蜜蜂》这课时，
我在直接引入课题后，就设置了学生质疑问难这一环节：今
天我们继续学习《蜜蜂》这篇课文，对于这篇课文，你有什
么问题要问的吗？有几只小手马上举起了。

一个学生问：老师，作者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我一听，真
感到了一份惊喜，好极了，正好是按照课文的顺序来问的。
我马上非常地肯定了他的这个问题：“问得好极了，你真是
个思维敏捷的孩子，谁能帮他解答这个问题呢？”由此我带
领孩子们进入了第一段的学习，抓住“听说”这一词语，让
学生理解了因为法布尔不相信蜜蜂真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因
此要做这一个试验，并告诉孩子们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要像这位生物学家法布尔一样通过实践才能出真知。

学完了第一段，我很希望有学生能够提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
“在做这个试验前，法布尔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并因此引
导学生学习课文第二部分。可是孩子的问题并没有按照我预
期的目的提出来，一个孩子问的是“老师，我发现课文中说，
二十只蜜蜂中有十七只蜜蜂飞回来了，那么还有三只哪去了
呢？”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乱了我的设计，而且还没有说到蜜
蜂被带到多远，怎么带去的，放飞蜜蜂时的天气情况，一下
子提出这个问题孩子们能解答吗？因此我这样回答了她“你
可真是个细心的姑娘，善于发现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老师不帮你解答，你下课后，可自己想想或与
同学交流，看这三只蜜蜂哪里去了？”说完后，我自己向孩
子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布尔他为了这个试验做了哪些准
备呢？”并引导孩子们进入了第二自然段的学习。后面孩子
们的提问确实是一个一个地按照课文编排顺序提问的，因此
我的教学工作顺利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