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 部编
版三年级语文我不能失信的教学反思(优

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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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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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一

《燕子专列》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人们关爱、保护燕子感人至
深的故事。它表现了人类对动物的博大爱心，一种浓浓的关
爱之情贯穿于整篇课文。课文内容浅显易懂，学生读了两遍
之后便理解了主要内容。因此，在教学本课时，我没有领着
学生零散地分析课文，而是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悟上。

语文课堂我们都期待着“教学生成”的精彩，但是“生成”与
“预设”是一组对应的概念，没有好的“预设”很难有精彩的
“生成”；期待更多的“生成”精彩，就应该在备课时做更
周详巧妙地“预设”。本课在设计时我便从学生思维发展特
点出发，做了详尽巧妙的教学预设。首先，我了解到学生收
集到了因气候变换而迁徙的鸟有三类，当我问到燕子属于哪
一类时，学生立即判断出是候鸟，我借机引课“是呀，燕子
是候鸟，能长途飞行，怎么还用专列送呢？”引导学生走进
课文。

学习课文，理解内容时，我抓住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抓
住课文的重点句中的重点词语来设计朗读指导，体会含义；
抓重点人物小贝蒂的典型事例来深入体会文章思想感情，不
平均使用力量，使学生的理解得以深刻、到位。



本课教学，我还重视加强读写结合，综合推进学生评议综合
素养。中段学生读要加强，同时习作表达能力也要在平时教
学中得到培养。我设计了“你想对贝蒂说点阵什么？”
和“代表燕子对政府和居民说几句感谢的话”，学生自主阅
读课文，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也有话可说。

通过本课教学，我深深地体会到：教师知识一定要博，备课
一定要深，讲课一定要入，激情一定要有，反思一定要写，
思后一定要实践。惟有如此，教学水平才会与日俱增。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二

《燕子专列》这是一篇发生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内
容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不是太难理解，关键是如何引导学
生从课文的重点语句中体会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的情意，
对学生进行爱护鸟类的环保教育。因此这节课我力图体
现“以情为基点、以读为主线、以悟为手段”的新课程理念，
让学生在步步推移的多种读的方式之中，以具体的`语言为载
体，深层感悟课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体会人们保护动物的
博大爱心。

在教学设计中我以爱作为主线贯穿全文来打动学生。着重让
学生抓住重点的词句和适当的想象理解瑞士人民对燕子的在
乎，对动物的爱，再通过对学生进行有感情朗读的指导，使
学生的感情升华。一开始我先让学生欣赏美丽的小燕子图片
后，感受到小燕子非常美丽可爱，从而都愿意做这样一只小
燕子，这时的教室就变成了燕子专列。这样宽松、和谐的氛
围，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融入其
中，然后让学生进入课文。一进入课文，就思考本课中的燕
子遇到了什么麻烦？让他们的心一下子为燕子的遭遇而调动
着，为燕子的遭遇困难而着急着。接着让学生说说我们的小
燕子得救了,都有谁的功劳。通过抓住重点词句感受到人们对
动物的爱。此外，在整个课堂上我还注重了教师情感的带动
性,只有教师自己对文章内容有了情感上的体验，自己先被文



章中的瑞士人民爱动物的举动所感染，所震撼，才能用自己
的情去感染学生。同时，我也注重了每个环节导入语的设计，
让学生在教师充满感情的导语的引领下，感受到爱，又可以
有舒服自然的感觉。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三

《大自然的语言》是一首文笔优美,语言生动活泼的科普知识
性儿童小诗。它从一些最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入手，向我们展
示了大自然语言的奥秘。诗歌文字浅显，文笔优美。

一．教学效果：

1.落实朗读训练，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理解课文内容，
在品读过程中感悟语言，体会大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注重
在阅读中引导学生发现诗歌写作上的特点及形式，指导学生
仿写，给学生创作写作的平台，使其思维得到拓展。

二．成功之处：

1、转换语言文字的叙述形式。小诗中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的，
教学过程中为了让文字更加充满童真童趣，更加接近孩子们
的心灵世界，我则调动孩子们一起将小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
进行改编。如小诗的第七小节：“你如果钓到大鱼，鱼鳞上
也有圆圈，一圈就是一岁，这又是大自然的语言。”我示范
给孩子们可以这样改编文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
鱼身体上的鱼鳞，你们知道我还有什么作用吗，那就是我可
以告诉你我的主人金鱼有几岁了呢！我有几个圈圈，就说明
金鱼有几岁了。怎么样小朋友们，今天知道这个小秘密感觉
很开心吧？”这样一来，我发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
这让孩子们对于这篇诗文的每一个小节更有了进行改编的乐
趣，让每节小诗更加充满童话的色彩，将学习知识与创作语
言故事紧密地融为了一体。后来孩子们又对其它几个小节，
如：小蝌蚪、大树年轮、大雁、三叶虫等小节都做了语言文



字的改编，从而改变了一种原有的教学方式，更让孩子们学
习兴趣浓厚。

2、指导学生感情朗读，体会语言文字的美妙。特别是小诗的
第四和第五小节，讲的是蝌蚪和大雁带给我们的关于大自然
的语言。对于蝌蚪和大雁孩子们并不陌生，蝌蚪像黑色
的“逗点”，大雁像省略号一串，此时，我便会引导孩子们
在脑海里进行充分想象，同时借助书中提供的画面，感受两
种小动物不同的可爱之处，最后再让孩子们进行感情朗读。
这两个小节中分别有两句反问的.语气，更加使文字充满了童
趣，但孩子们的语气还不是很到位，后来经过我的范读和转
换句子形式来提醒孩子们去读，最终能让孩子们达到了有感
情去读。

3、诗歌的创编。课后我布置孩子们回去搜集整合资料：“你
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语言？写一写，如果能写成诗歌就更好
了。”班级多数孩子，特别是普通组和提高组的孩子们几乎
都去搜集有关大自然的语言了，有的是关于谚语的，如“蚯
蚓爬上路，雨水乱如麻”等等类似的天气方面的谚语；有的
则是将自己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整合了一节节充满童真童趣
的小诗。

三．不足之处：

1、课堂上的朗读指导还不够充分到位。这是一首知识性诗歌，
内容又比较浅显，学生只要多读、多感悟就可以理解。课堂
上的有很多地方的讲解显得有点多余，还应该在朗读上下功
夫。

2、备课不够充分。该课如果能充分准备多媒体课件，将图文
并茂结合起来更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可是由于时间仓促，
没有能在多媒体下进行教学，对于诗中提到的“三叶
虫”“漂砾”学生不是很熟悉，只是通过我的直观描述一番，
可还不能达到形象具体。



四．改进措施：

将学生自然地带入了学习情境。质疑这一环节的设置，让学
生从自由质疑中得到了信息的反馈，便于适时调整已定的教
学流程，体现了教为学服务的宗旨。自主化的读书方式，照
顾了不同阅读发展水平的学生的学习要求，主要在于能使学
生将生字读得准确，将课文读得通顺，而重点放在师生共同
评读上，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感。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四

《我不能失信》是一篇略读课文，讲的是宋庆龄小时候诚实
守信的故事。因为有了前面三篇精读课文打底，我想学生理
解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课堂。

成功之处：

三年级刚刚接触略读课文，在初读课问的环节，学生读完课
文之后，我对学生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一篇略读课文”，
在这同时，可以板书略读课文的标记，加深学生的认识。让
学生形成以后看到这个标记就知道这是略读课文，真正了解
略读课文各个方面的特征。

在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的环节时，我先让学生浏览课文，
仔细思考。学生第一次按自己的思路说完之后，我再教给学
生一种概括课文内容的方法：抓住课文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系来说一说。这里，说完方法之后，可以先让学
生再进行思考，再说给自己的同桌听听，给学生充分的思考
时间。

不足之处：

上课我按原计划要求学生自读导语部分，明确学习要求，这
一项学生完成得很不错，于是我根据学习目标让同学们自由



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不一会儿就有同学
举起了手，学生站起来回答：“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星期
天，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二女儿宋
庆龄显得特别高兴。她早就……”他是在读课文了，于是赶
紧婉言让他坐下，学生的确不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在班
中并不排除有这样的学生，他们读了课文后，只拣自感兴趣
的说，根本不分重点不重点。学生不能简明扼要的回答出课
文的主要内容。

改进措施：

有些同学读了课文，心中其实很明白讲了一件什么事，但让
他起来讲述时就不能择要点而讲，有些同学他想简要些，但
简要不起来，觉得课文上的话都重要，不能自己概括地讲。
我想大部分学生处于这种状态。这有待于平日里的训练。

三年级部编版语文园地六教学反思篇五

《灰雀》一课主要讲述的是列宁、灰雀和一个小男孩之间的
故事。列宁在公园里寻找三只惹人喜爱的灰雀当中的一只时，
遇到了将灰雀捉走的男孩，经过交谈，受到感动的男孩将灰
雀放了回来。这个故事体现了列宁善解人意，对男孩的尊重、
爱护以及男孩的诚实和天真。

当讲到表现列宁喜欢灰雀的句子时，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仿佛他们也看到了那“活蹦乱跳”的小灰雀。跟
随着学生的视野，我们一起体味着列宁对灰雀的喜爱之情，
一起欣赏着可爱的小灰雀。

很顺理成章的，可爱的'小灰雀不见了，引出了文章的重点部
分——列宁和小男孩之间的对话。学生们热火朝天的讨论这
小男孩的心理活动，不时的闪出思维的火花。他们甚至把自
己放在了这一情境中，假设自己就是那个小男孩，体会这那
种复杂的心理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思维状态非常活跃，能抓住课文中的
重点词句，联系生活经验来思考问题，理解课文，体会人物
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