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一

《燕子专列》讲的是人们关爱保护燕子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对鸟儿博大的关爱，呼吁人们要保护动
物。在学习中我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和重点词句的理解，体
会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教学
本课我通过查找资料，结合课文设计好本课的学案，目的是
为了降低学生学习时的难度，为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并达到理
想效果，做好铺垫。

一、教学收获

1、从解题质疑入手设计学案

2、从文中重点词语入手设计学案

首先出示文中重点词语作为本课的词语专列，以词语专列贯
穿学习内容始终，领会描写恶劣气候与环境的内容与人们献
爱心的关系，感受这样写的表达的效果。词语专列如下：气
温骤降风雪不止 满天飞舞 皑皑白雪 长途跋涉 疲劳 饥寒交
迫 濒临死亡 冒着严寒 顶着大雪 踏着山路 四处寻找让学生
用不同形式读词语专列的同时，师启发学生去发现这些词语
的特点。这些词语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和天气有关，第二类
和燕子有关，第三类和人的活动有关。

然后根据这三类词组开展教学活动。从文中分别找出这三类
词语的有关句子读读，读后你体会到了什么?师启发写学生在



品读第一类句子感悟到气候恶劣，天气很冷。品读第二类句
子感悟到燕子遇险，在生与死的边缘。品读第三类句子感悟
到人们的行动，不畏恶劣天气拯救燕子的品质。

3、从典型事例入手设计学案

二、教学中的问题

备课时总觉得设计得很完美，但教学时还出现了不少问题，
有些环节中的问题学生回答得并不完整。如从词语专列中发
现词语的特点，学生答得不够准确，完全对的只有几个人。
另外你想对贝蒂说些什么，由于前面的教学环节出现了问题，
没有顺利解决问题，耽误了时间，没有来得及出示铺垫练习，
结果也就没有达到目的。虽然课前布置了根据课后问题预习，
学生预习不到位影响课堂教学的原因在于教师布置预习考虑
不周到。如果教师把学案中的有些问题交给学生提前预习，
那么学习中的障碍就会少一点，解决问题就会快一点。只有
设计好预习导学，才能有备而无患。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二

《燕子专列》是三年级下册的一篇精读课文，文本中带有浓
浓的人文关怀，传递着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内容
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不是太难理解，关键是如何引导学生
从课文的重点词句中体会到人与动物之间美好的情意。对学
生进行爱护鸟类的环保教育。课前设计时，我想既然文章充
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因此这节课我力图体现“以情为基点，
以读为主线，以情为手段”的新课程理念，让学生在步步推
移的多种读式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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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时，我以人类对动物博大的爱心作为主线，将这种浓浓
的关爱之情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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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可夫指出：“教学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感和意志领域，
触及学生的心理需要，这种教学就会变得高度有效。”因此，
在本课的教学中，为了触及到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很自主地
进入情感场。学习课文前，通过唱儿歌《小燕子》，和老师
感情背诵第一课《燕子》中的第二段内容来导入新课，让学
生从读中、从唱中感受到小燕子的活泼可爱，为学生理解后
面的内容作了情感铺垫。

课文新授，首先应该让学生将课文读正确、读流畅。所
谓“书不读通不开讲”“读通是第一课时的重点。读课文的
同时，我注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不动笔墨不
读书”让孩子们边读边画出生字新词。

生字教学是第一课时的重要任务，此环节教师必须舍得花时
间，抓细抓实。但这并不代表要面面俱到。本课我就选
择“气温骤降、濒临死亡、呼吁”等几个有针对性的词语进
行巧妙指导：不但读准字音还理解了字义。孩子们对字义的
理解不见得都得用语言描述词的意思，如：呼吁的理解，我
让学生说学校呼吁我们干什么，联系生活实际理解了词义。
还有我设计的从文中找与“气温骤降”一样表示环境恶劣的
词；与“濒临死亡”一样描写燕子处境的词。学生能找对说
明他们理解了这些词的意思，对课文又有了初步了解，一举
两得，省时省力。

《课标》明确要求：“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

精读文本这个环节的教学设计我充分体现学生的自读自悟：
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生的理解不可能靠老师讲
出来。只有通过长期朗读训练，训练学生的语感，才能使学
生根据不同的的情境、不同的语段产生不同的感受。



我没有提太多问题让学生找答案，而是引导孩子与文本对话，
就是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让学生在感知课文的基础上
带着个人感情去读，读出作者的感情。我根据本文情节创设
情境，让学生在感知课文的基础上去感受作者的感情，最终
读出感情。如（放小燕子处境图，师配乐描述。感染孩子们）
但感情因人而异，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孩子们
只要读出自己的感受我就给与肯定，班里孩子的朗读积极性
比较高。朗读训练我非常注重教给孩子读书方法：如本课让
孩子们懂得，读出词语的温度，就能读好句子，尽而读好全
文。而且通过适时的引导，让学生每一次读都有目的性，每
一次读都有收获，每一次读都能使自己与文章的情感更贴近。
我的训练呈：读通(初读课文，梳理词语)— 读懂（理解词语
后再读带有这些词语的句子）—读好（引导学生说感受，带
着感受再读）—越读越好（创设情境，读出感情）这样一个
阶梯提升。让学生用心地去体会，用情去感悟，要读出作者
的言外之意，并学会倾诉自己的心声，最终体会到语文的美。
（让学生当小贝蒂，把文中的“她”改成“我”感情朗读，
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并让孩子们读出感受。我感觉班
里孩子最后对贝蒂说的话内容比较丰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
感受。说明孩子们体会到瑞士居民对动物的关爱，同时自己
也受到感染。）

俄国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说过：“对于我，作曲是一种灵
魂的表白。”音乐，是一门心灵的艺术，语文教学，是一门
塑造心灵的学科。它们共同打动人心灵的东西便是“情”。
善于“抒情”、“煽情”的语文老师，会使他的语文课堂魅
力无穷。当我们在课堂上用心灵去拨动孩子的心灵时，我们
的课堂中就会流淌出音乐般美妙的旋律。这是我要追求的语
文教学的美、美的语文教学。

《燕子专列》讲的是人们关爱保护燕子的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对鸟儿博大的关爱，呼吁人们要保护动
物。在学习中我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和重点词句的理解，体
会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教学



本课我通过查找资料，结合课文设计好本课的学案，目的是
为了降低学生学习时的难度，为课堂教学顺利进行并达到理
想效果，做好铺垫。

一、教学收获

1、从解题质疑入手设计学案

“燕子专列”这个题目既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怎么
还有燕子乘坐的“专列”呢？为了解开疑惑，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我设计铺垫练习：“专列”指专门送（ ）的火
车。“燕子专列”指专门把燕子从（  ）送到（  ）的火
车。读课题我的问题是（ ）。

2、从文中重点词语入手设计学案

首先出示文中重点词语作为本课的“词语专列”，以“词语
专列”贯穿学习内容始终，领会描写恶劣气候与环境的内容
与人们献爱心的关系，感受这样写的表达的效果。“词语专
列”如下：

气温骤降 风雪不止 满天飞舞 皑皑白雪

长途跋涉 疲劳 饥寒交迫 濒临死亡

冒着严寒 顶着大雪 踏着山路 四处寻找

让学生用不同形式读“词语专列”的同时，师启发学生去发
现这些词语的特点。这些词语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和天气有
关，第二类和燕子有关，第三类和人的活动有关。

然后根据这三类词组开展教学活动。从文中分别找出这三类
词语的有关句子读读，读后你体会到了什么？师启发写学生
在品读第一类句子感悟到气候恶劣，天气很冷。品读第二类



句子感悟到燕子遇险，在生与死的边缘。品读第三类句子感
悟到人们的行动，不畏恶劣天气拯救燕子的品质。

3、从典型事例入手设计学案

二、教学中的问题

备课时总觉得设计得很完美，但教学时还出现了不少问题，
有些环节中的问题学生回答得并不完整。如从“词语专列”
中发现词语的特点，学生答得不够准确，完全对的只有几个
人。另外“你想对贝蒂说些什么”，由于前面的教学环节出
现了问题，没有顺利解决问题，耽误了时间，没有来得及出示
“铺垫练习”，结果也就没有达到目的。虽然课前布置了根
据课后问题预习，学生预习不到位影响课堂教学的原因在于
教师布置预习考虑不周到。如果教师把学案中的有些问题交
给学生提前预习，那么学习中的障碍就会少一点，解决问题
就会快一点。只有设计好预习导学，才能有备而无患。

《燕子专列》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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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孩子们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在课堂设计中，我
以爱作为主线来贯穿课文打动学生。

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入研读文本，走进语言深处。针对三年级教材特点，
着重借助对“气温骤降”、“纷纷”、“冒着”、“顶
着”“踏着”等重点词语的理解组织教学。通过多种理解词
语方法的渗透，经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语文训练，包孕着丰
厚的情感、丰富的内涵，实现语言训练立体化，真正体现了
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二、创设一个个情境使学生融入文中，把孩子们带进文中。
《新课标》要求：“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
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
阅读感受。”在学生理解政府号召居民拯救燕子时，让学生
当电台主持人、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居民救助燕
子；在感受小贝蒂一心救燕子时，让学生看图说说贝蒂的动
作、神情她好象在说些什么？在送燕子的站台上，让学生想
象，假如你就是车厢里的一只幸福的小燕子，你想对送行的
人说些什么？如果你是送行的居民，你又会对小燕子说些什
么？这些情境使学生更快的融入课文中，感受到人和动物间
的美好情意，充分理解了课文。这些动情的语言把孩子们引
入了课文中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激动着，感受着主人翁的
感受。这样就少了一些生硬的剖析，增加一些语文味。

三、注重对学生情感的关注，营造了一个“情感的课
堂”、“感悟的课堂”、“对话的课堂”。摒弃了繁琐的分
析，将静态的文字链接成动人的情境，在反复品读中丰富着
语言的内涵，丰富着人物的精神，丰富着学生的人生体验。
引导学生于潜移默化中修身化性，于文字品味中弘扬人文精
神。

四、整个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读书方法，如做批注、画重
点句子、圈重点词。

五、运用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在读中不断加深对课文的
理解。让每一次读都有目的性，每一次读都有收获，每一次
读都能使自己与文章的情感更贴近。这样多种形式的读，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朗读能力，而且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和学习的积极性。

六、整节课围绕“爱”之主题构建课堂，理解层层推进，情
感步步升华。课堂教学结构疏密有致、粗细结合。对整个教
材的处理新颖、简洁、深刻。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教学密度比较大，课堂前半部分
上得比较快，引导学生感悟、朗读不够落实，我觉得上课是
应关注是学生学习的状况，根据课堂上生成的情景，推动教
学的进程。视学生的学情，一边上课，一边调控、创造、发
展、适应。对学生各方面了解得越充分，教学的主动性就越
大。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认真钻研教材，整合课程资源，
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三

我在《燕子专列》的第一课时确定了如下的达成目标：

知识能力目标：会通顺、流利读课文。

能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把握全文的主要内容。

过程方法目标：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学会探究，在老师创
设的情景中，自己学会想象，在老师的鼓励声中，自己学会
表达。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语的理
解，体会人与动物之间美好的情意，增强爱护鸟类的意识。

从课堂的实施来看，这几个目标还是基本能达到的。

你看，那只燕子正朝着一位抱孩子的阿姨张望，它在说什么？

你看，那只燕子正不停地朝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挥动翅
膀，它在说什么？

你看，还有一只可爱的燕子正深情地注视着贝蒂，它又在说
什么？。

这些动情的语言把孩子们引入了课文中的世界，在那里，他



们激动着主人翁的激动，感受着主人翁的感受。这样就少一
些生硬的剖析，增加一些语文味。

1、自己相对紧张了，对孩子整体的情绪与表达把握不够。特
别是到了后面，感觉提出的问题不够明确，不够到位。

2、教学的整体设计感觉比较浮躁，教师说得多，整顿纪律的
时间也用得多了，这样学生就说得少，说得不够好了。

3、朗读的时间不够，特别是教师在范读方面不够。

1、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更关注学生的情态发展，挖掘课
堂的生成资源，让自己的教学教态更从容，更淡定。

2、在以后教学中，更多把平台让给学生，让他们施展，把方
法教给学生，让孩子们发展。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四

《燕子专列》这篇课文进述的是和燕子有关的一个感人的故
事。有一年春天，欧洲的瑞士气温骤降，风雪不止。这时，
从南方飞回北方的燕子经过瑞士，因找不到食物，饥寒交迫，
面临死亡的危险。瑞士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呼吁人们寻找
冻僵的燕子，将它们送到车站，并用带有空调的列车将这些
燕子送到了温暖的地方。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对鸟儿博大的
爱心，呼吁人们要保护动物。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 深入研读文本，走进语言深处。

二、营造了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



三、创设一个个情境使学生融入文中，把孩子们带中

四、 注重对学生情感的关注，营造了一个“情感的课
堂”、“感悟的课堂”、“对话的课堂”。

五、整个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读书方法。

六、运用多种形式的朗读.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授这节课的过程中，我利用学过的第一课《燕子》导入课
文。先让学生说说燕子的外形特点，燕子还能给我们带来什
么，感受燕子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是多么快乐，再让学生进入
课文，本课中的燕子遇到了什么困难？让他们的心一下子为
燕子的遭遇而着急着，而我也注重了每个环节导入语的设计，
希望学生在充满感情的导语的引领下，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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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孩子们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
在课堂设计中，我以爱作为主线来贯穿课文打动学生。

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深入研读文本，走进语言深处。针对三年级教材特点，
着重借助对“气温骤降”、“纷纷”、“冒着”、“顶
着”“踏着”等重点词语的理解组织教学。通过多种理解词
语方法的渗透，真正体现了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
结合。

二、创设一个个情境使学生融入文中，把孩子们带进文中。
《课标》明确要求：“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非常注重学生的朗读训练，也注重读



的形式多样化。例如：在学生理解政府号召居民拯救燕子时，
让学生当电台主持人、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居民
救助燕子；对课文第三段——“人们不畏严寒四处寻找燕
子”和第四自然段——“小贝蒂不在乎饥饿、寒冷、危险，
只在乎燕子”的教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教学思想。对这两
部分内容的教学采用了默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师引
读、多次合作朗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感悟，达到了语言积累，
升华情感的目的。在感受小贝蒂一心救燕子时，()让学生看
图说说贝蒂的动作、神情她好象在说些什么？在送燕子的站
台上，让学生想象，假如你就是车厢里的一只幸福的小燕子，
你想对送行的人说些什么？如果你是送行的居民，你又会对
小燕子说些什么？这些情境使学生更快的融入课文中，感受
到人和动物间的美好情意，充分理解了课文。

三、整节课围绕“爱”之主题构建课堂，理解层层推进，情
感步步升华。使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不走弯路，一下子理清
脉络，抓住重点，进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品读语言文字，
去感悟文章情感，去体会表达方式，达到与作者共鸣。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是，例如：在课堂上，我有时候考虑的只
是自己的预设教案，没有关注到课堂生成的精彩。引导学生
感悟、朗读不够落实，我觉得上课是应关注是学生学习的状
况，根据课堂上生成的情景，推动教学的进程。因此，在今
后的教学中，我会根据课堂上生成的情景，来推动教学的进
程。我会认真钻研教材，整合课程资源，充分调动学生的兴
趣。

燕子专列的教学反思篇六

《燕子专列》讲述的是和燕子有关的一个感人故事，反映了
人与动物之间的友好和谐之情。教学本课，重在引导学生通
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句的理解，体会贯穿全文的爱
心，增强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教学中，让学生在自
读、自悟、合作学习之中不断增强人与动物是朋友，应该和



谐相处这一环保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两个重点来进行教学。一是如何理解
燕子遇到的麻烦；二是怎样认识到瑞士政府和人民的了不起。

艰难。在理解小姑娘怎样找燕子这段时，重点抓住了观察插
图，理解“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间岩缝里”，这个语句来
体会寻找的艰难。人们对燕子的关爱之情，还体现在送行的
这一幕情景上。用的漂亮舒适的空调列车，站台上站满的送
行的人。

在最后我还总结了文章一个很重要的写作方法，就是点面结
合。引导学生理解写居民们寻找燕子是总体上写，写小贝蒂
是特写。注意写场面时要点面结合。最后点题告诉学生先写
故事的结果，在写故事的`起因、经过，这种方法就叫倒叙。

教学本文我还注重引导学生的读，如课文第二段要读出燕子
遇到的悲惨情景，第三、四自然段要读出人们寻找燕子的不
畏艰难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