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篇一

小猫钓鱼是一篇童话故事，通过这则小故事，告诉我们做事
不要三心二意，只有一心一意去做，才能把事情做好，为了
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特对此课进
行如下教学反思。

一、成功之处。

在本课教学中，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孩子，改变了以
往的一言堂教学，首先我设计了自读课文，提出下列要求：

（1）、把每个字的字音读准确，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
遍。

（2）、注意带有一得词中一的声调变化，注意多音字着的读
音。

（3）、标出自然段。

（4）、找出文章中除了小猫，老猫和鱼之外的小动物，在字
的下边点上小圆点。

（5）、画出老猫对小猫说的话。

学生自己读要求，然后逐一解决。在检验成果中，第一环节
让学生自主识记本课的生字。通过多种形式学生很快便记下



了这些生字。特别是生字刻的教学，我采用熟字孩来识字，
我将做成课件，学生一目了然。条和放中反文和折文的区别，
使学生兴趣高昂。

得非常热烈，在汇报时孩子们的语言几近完美，让我折服，
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孩子们真正走进文本，和文本对话，和情
景对话，孩子们的思维大门被打开，他们有话说，想说，愿
说。课堂上改变了一堂冷的场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
们只有对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才愿意去学，而且他们个个学的
非常认真，孩子们在形容小猫没钓到鱼的心情时伤心、难过、
后悔等词语叠出不穷。让我们感到思想的火花，而且全文的
重点、难点都不攻自破，真的是事半功倍。要将这种学习氛
围发扬下去。

二、存在的不足。

在给字组词并说话的环节，有个学生给着组词着火，并造句
我家着火了。当时由于时间紧，没有对其进行防火知识的教
育是一个疏忽。老师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吸取教训，语文本身
就存在人文性，必须对其进行人文教育。更何况如此好的机
会比单开一次防火会议更深入孩子们的心。

三、学生创新。

在本节的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们体现了乐学，
爱学，就连班里最不爱学习的孩子也参与其中，忙得不亦乐
乎，如此的课堂、如此的时机，怎能不叫人欣慰。孩子们对
小猫接受老猫批评后，形容小猫心情时，更能恰如其分，甚
至说了后悔，老师适时赞赏，对这个孩子来说，今后会更加
乐于参与其中，是对其价值的肯定。

一节课下来，静心沉思。让我从中认识了自我，以便在今后
的教学中更能扬长避短，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
高度。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篇二

《小猫钓鱼》是长江艺术版第五册第三单元的内容。这是一
首叙述性的童话歌曲，曲调诙谐幽默，情绪活泼欢快，童趣
盎然。生动鲜明的音乐形象，讲述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故事，
使他们在音乐声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歌曲为大调式，混
合拍子，二段体结构。第一乐段的节奏轻快，采用倚音，以
及六度的大跳，描绘出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猫形象。第二乐段
将节奏拉开，与第一乐段形成对比。结束音的下滑音更为歌
曲画龙点睛，唱后身临其境、耐人寻味。

在设计时，我抓住音乐形象和音乐情绪作为教学的.突破点，
由主人公“小猫猫”和“猫妈妈”、朋友、小朋友的不同角
度，来引导学生想象、模仿音乐情绪，从而创造音乐形象。
因此，我这样来设计了本课：首先，创设情景，播放学生熟
悉的《小猫钓鱼》的故事，用简短的话语引出本课课题，再由
“想知道用音乐演、唱的《小猫钓鱼》的故事吗？”快速地
引入音乐的聆听和感受；再由“歌曲中有几种情绪的变化？
在什么地方？（或在哪个乐句）”一问，带学生一步步学习
歌曲、理解歌曲，为表现歌曲（音乐情绪和形象）打好基础；
在表演时，同样利用角色，来想象、表演，展现音乐形象和
情绪。

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我在设计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班级，
以及根据教学的先后，进行了不同的调整和新的尝试。在最
初的（8）班，我从开始就急着引导学生聆听学习歌曲，有些
忽视了主人公“小猫猫”的情绪、表演，在初次合作表演时，
主人公“小猫猫”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或是动作单一，或者
是结合歌词内容做得简单、机械，缺乏想象。在第二次课上，
我将成功的地方保留下来，在初步熟悉歌曲时，引导学生从
观看主人公“小猫猫”的不同角度想象和表现、甚至创新，
再结合音乐形象来挖掘语言、运用语言和创设情景“小河
边”。等再到合作表演时，学生的反应有了明显的好转，甚
至有的同学的表现得很突出，引起了大家的赞扬。最后，提



高表演技能上，我在激励学生评价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并
给以准确简短的指导。这样，在之后的几个班的这一课教学
上，同学们表现得越来越好。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通过“看视频”的有趣情境，具有如下特点：

1．生活引入。创设情境，使学生产生亲切感，激发学习兴趣。
通过看录像培养学生观察能力，通过学生相互叙述，使学生
再观察、思维、想象、交流中初步感知分类的方法。

2．导放结合培养学生能力。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数学活动，
如：帮售货员摆放货物，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得积极性，
使学生在分类中初步体验分类的必要性。分一分这一活动为
学生提供了“做数学”的机会。

3．渗透爱家庭、爱劳动的教育。通过整理房间，多媒体演示
学生整理的过程，学生愉悦的看到整理后的房间时，适时的
进行思想教育。

4．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
让学生在玩中学，给学生广泛参与得机会和发的余地。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小猫钓鱼》这一课时，我以数学故事作为课设常规，
让学生通过讲教学故事，明确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实现数学
生活化，生活数学化，并渗透加减法的教学逐步培养学生口
头表达能力及应用数学的能力。

探究新知时，我又以谜语故事引入，借助一个充满趣味的谜
语引入教学，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极大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在探究新知，我又通过让学生进行体验，在引导学生发现数
学问题时，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有的学生看到4条金色的鱼，
6条红色的鱼，4加6等于10，5条吹泡泡的鱼，5条没吹泡泡的
鱼5加5等于10等问题，只要学生说出的有道理教师都给以肯
定。当学生未能发现减法算式时，教师适时点拨，猜一猜小
猫可以钓到几条鱼？展示不同学生的不同猜想，激励学生大
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拘泥于教材。

利用学生对游戏极大的兴趣，通过小组的交流合作，既让学
生强化10的加减法，又学会如何与人交往，同时也激发学生
不断创新的能力。活动中放手让小组长组织学习活动，既可
以增加课堂的知识容量，又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带动学习
较慢的学生，逐渐缩小学生的个体差异。

针对一年级小学生的特点（不能完整地叙述），及学生入学
不久的情况，让学生一点一滴地回顾，逐步养成懂得梳理知
识的能力。

小猫钓鱼教学反思篇五

《小猫钓鱼》是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的内容，主要在实践中
体会从有到无的变化过程，知道生活中“0”表示的`几种含
义，能正确书写“0”。我一直认为培养孩子讲数学故事的能
力是非常重要。一开始上课，在导入部分我想让孩子们自己
说说图意，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图中的故事。学生一听
这个要求都懵了，不懂得如何下手，因此我赶紧改变方法，
开头由老师讲，学生接着讲，师生配合着讲。很快学生就把
图意给说得很完整了，紧接着我也就引出了“没有”可以用
数字“0”来表示。为了检验学生对“0”的这一含义的理解
程度，我让学生举一些生活实例。一开始学生说不出来，我
就举了“老师有一个苹果，吃掉了就没有苹果了可以用数字0
来表示”，学生很容易就理解了，说的例子就更加多样、准
确了。



但是在讲到“0”的另外一个含义“起点”时遇到了不小的困
难。因为投影仪和电脑出现故障，没办法让孩子们更加直观
地理解这一含义，只能让他们自己从书上来说自己的发现。
由于学生缺乏生活经验，也没有认真观察图，没有突破这一
难点。因此我布置了一个课后作业，让他们课后去收集生活
中的“0”。在下一次的课堂中多给与他们观察图的时间，加
上他们已有了一些生活经验，自然这一难点就突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