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 小松
鼠找花生果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篇一

小马过河...

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争论中往往比单独地思考更能发挥
创造性。

在教《小松鼠找花生果》时，同学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1、小松鼠为什么要找花生果？

2、小松鼠在哪里找花生果？

3、小松鼠怎样找花生果？

4、小松鼠有没有找到花生果？

前几个问题学生通过朗读很快找到了答案，惟独最后一题学
生意见不统一，有的说小松鼠找到了花生果，还有的说小松
鼠没有找到花生果。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我不是简
单地给予评判，而是采用辩论赛的形式，既满足了学生的心
理需求，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认识冲突，引导学生朝着有序
有利的方向发展，调动了学生的有效参与。

辩论中，学生有的忙于看书、找句子、读课文，在读中揣摩、



探究，寻找答案，提炼出自己所需的论点；有的睁大眼睛盯
着对方的发言，随时准备反驳，一组同学说我读到“可是，
直到金色的小花都落光了，也没找到一个花生果。”来断定
小松鼠没有找到花生果；可另一组同学说，小松鼠只是暂时
没有找到花生果，但是蚯蚓已经告诉小松鼠花生果长在泥土
里了，等到秋天，花生果成熟了，挖出来就一定能找到花生
果。学生在辩论中，不断向对方质疑，在相互质疑中，学生
调动一切学习因素，启用自身的一些学习潜能，使自己的认
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辩论中，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对他人的见解进
行评价和补充，这就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利于
提高学生敏感的捕捉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最后大家达成
了共识：小松鼠能找到花生果。

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篇二

第二段教学中学生按图想象说话。以“绿油油”、“黄灿
灿”为重点说话。让学生充分进入情境，抓住重点，展开想
象说话，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在朗读上，根据学生理解
水平，要求一步步上升。通过学生不同角色转变，联系实际
想象说话，师生互动，以读代讲，很有实效。通过从前天、
昨天、今天三天的比较，得出“小松鼠三天都去花生地看花
生结果了没有”这个结论，充分感知“每天”所强调的意思，
符合低年级儿童的理解规律。

第三段教学中让学生生用“自言自语”来描述，也可以用其
说话。通过实际情景再现，让学生简单明了地明白意思，并
用说话来反馈自己的理解。

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表演故事的语言
实践中，教师作为伙伴参与其中，适当点拨、引导，鼓励学
生积极投入语言实践，课堂教学才能焕发生命与光彩。语文
教学与自然生活相联系，拓展延伸环节中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体现了“大语文”的教学观，拓展了学生的语文学习空间。

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篇三

我是这样开始的：在树林里的一棵大松树上，住着一位可爱
的朋友，它是谁呢？瞧，它来了———随即出示小松鼠的图
片，问学生：你认识它吗？大声地和它打声招呼吧！就这样
和孩子们轻轻松松地进入了课堂，让他们和小松鼠打招呼好
象是身临其境了一样，这样运用直观、形象的图片创设愉悦、
轻松的课堂教学情境，使他们感到很有趣，很生动。符合低
年级儿童的认知规律，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充分开展创设了鲜
活的空间，趣味纵横。其次“以读生趣，深入感知”。

进入教学后，一句过度语：那就让我们一起和小松鼠去找花
生吧。走，我们出发了！出示图一：一片花生地。……请小
朋友来分角色朗读，通过朗读的通过实际情景再现，以及想
象说话，表演激趣，让学生简单明了地明白意思，并用说话
来反馈自己的理解。最后“以展存趣，拓展延伸”。在指导
学生理解“绿油油、黄灿灿”两个词语之后，问学生：这类
词还有很多，你能说一说在它们家庭中还有哪些吗？启发引
导说说abb形式的词出示：绿油油、黄灿灿、蓝湛湛……在最
后还帮助学生拓展课外知识，组织学生交流：除了花生果，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供我们吃的部分也长在泥土里？（土豆、
山芋、藕、萝卜……）

一节课下来，我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课堂刚开始的时
候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他们
的兴趣没有了。对老师的问题也不思考了，对同学的回答也
不注意听了，课堂上一时很沉闷，只是几个孩子还在状态。
让我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做到“一趣到底”？低年段教学目
标明确指出：让学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所以我想，
低年级的课堂尤其要有趣，尤其要注意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上下功夫。例如，故事中的小松鼠和蚯蚓的对话，我为什么
不鼓励学生分角色来演一演。朗读的时候为什么不采用比一



比的方式呀，可以生生比，师生比，组与组比，男女生比。
这些教学手段都能很好的激起和保持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同伴的点拨让我发现，在实际教学中自己对低年级的
年段目标把握的还是不够准确和到位。每个年段有每个年段
的教学特点和目标，需要我们认真的钻研分析，上出每堂课
的特点来，让学习的兴趣始终围绕在学生周围。

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篇四

苏教版一下中的课文《小松鼠找花生果》是一篇科普童话。
通过小松鼠找花生果的故事，告诉小学生花生地上开花，地
下结果的特性，激发学生认识大自然的兴趣。全文以“找”
为线索，但是又隐含着小松鼠在找的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的
变化。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以“找”和小松鼠在找的过程中的
心理变化这两条并行的线索为设计主线，引领学生和小松鼠
一起去找花生果 ，走进它的内心世界，和它一起去体验找花
生果的乐趣。整节课有得有失，课后同事们对我的课也作了
点评，收获很大，引起了我的一些反思。

例如在学习课文第3自然段的时候，我问学生：“从那以后，
小松鼠是怎么做的？”学生尽管读书了，而且我也让他们反
复读了几次，可就是效果不佳。课后，我想这里为什么不让
学生边读边想再边画下来相应的句子呢？古人有云：不动笔
墨不读书。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适当的动笔可以让他们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更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文中来，
也可以为学生学会默读打下基础。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就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当学生老师或者同学说到文中某一
个句子时会出现很多学生找不到句子在文中什么地方的现象。
现在想来，和平日里让学生边读边思考边画的机会太少了，
这样的训练必不可少。

记得在学生刚刚开始接触到整篇的课文的时候，他们才会指
读，为了不让他们养成唱读的习惯，早读的时候我都带着他
们一句一句的读。渐渐的他们上路了，读书也有点摸样了，



我也就放手了。今天，课后有同事说到了课堂上老师的范读。
他们的一番见解让我茅塞顿开。课堂上的范读可以激起学生
读的兴趣，不是常有学生和老师比的环节吗？再者教师的范
读也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是给一年级的学生一个示范
的作用。

这是一篇科普童话，课文通过拟人化的形象向学生讲述了一
个童话故事。课堂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积极的，
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他们的兴趣没有了。对老师的问题也
不思考了，对同学的回答也不注意听了，课堂上一时很沉闷，
只是几个孩子还在状态。低年段教学目标也明确指出：让学
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所以我想，低年级的课堂尤
其要有趣，尤其要注意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下功夫。

例如，故事中的小松鼠和蚯蚓的对话，我为什么再多不鼓励
学生分角色来演一演。朗读的时候为什么不采用比一比呀，
可以生生比，师生比，组与组比，男女生比。实际教学中，
我的高年级教学的一些痕迹还是过重了一些，对低年级的年
段目标把握的还是不够准确和到位。例如在第二自然段中我
问学生“小松鼠会怎样地问？”随即我又出示了一个句子：
小松鼠问蚯蚓：“这是什么呀？”旨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激发他们的兴趣，可是效果却不是很明显。我想这里完全可
以借助课本中的图画来帮助学生，让学生通过结合图画再来
发挥想象，效果会好一些。再说课标上低年段的教学目标中
也明确指出：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

课后交流时，有老师指出我的课堂教学的中高年级的教学痕
迹中了一些。我想，确实是的。每个年段有每个年段的教学
特点和目标。不要让我们的课堂一个摸样，没有年段的特点。

小班语言小松鼠的伞教案反思篇五

在教《小松鼠找花生果》时，同学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１、小松鼠为什么要找花生果？

２、小松鼠在哪里找花生果？

３、小松鼠怎样找花生果？

４、小松鼠有没有找到花生果？

前几个问题学生通过朗读很快找到了答案，惟独最后一题学
生意见不统一，有的说小松鼠找到了花生果，还有的说小松
鼠没有找到花生果。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我不是简
单地给予评判，而是采用辩论赛的形式，既满足了学生的心
理需求，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认识冲突，引导学生朝着有序
有利的方向发展，调动了学生的有效参与。

辩论中，学生有的忙于看书、找句子、读课文，在读中揣摩、
探究，寻找答案，提炼出自己所需的论点；有的睁大眼睛盯
着对方的发言，随时准备反驳，一组同学说我读到”可是，
直到金色的小花都落光了，也没找到一个花生果”。来断定
小松鼠没有找到花生果；可另一组同学说，小松鼠只是暂时
没有找到花生果，但是蚯蚓已经告诉小松鼠花生果长在泥土
里了，等到秋天，花生果成熟了，挖出来就一定能找到花生
果。学生在辩论中，不断向对方质疑，在相互质疑中，学生
调动一切学习因素，启用自身的一些学习潜能，使自己的认
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辩论中，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对他人的见解进
行评价和补充，这就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利于
提高学生敏感的捕捉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最后大家达成
了共识：小松鼠能找到花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