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鹅公开课反思 白公鹅与白鹅对比教学
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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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白鹅公开课反思篇一

本篇课文最深刻的反思在于如何引导孩子比较《白公鹅》与
《白鹅》在写法上的异同。但写法是个多么抽象的概念啊！

在导入时，首先利用课文插图有意识引导学生对比两只鹅的
形象；在体会白公鹅的特点时，抓住两篇课文相同的和不同
的描写重点进行比较；最后把重点落在比较两篇课文的写作
方法上。

课堂气氛调动起来后，我用蒸米饭和炒米饭的例子引出做法
不同导致米饭的味道不同，然后过渡到写作的方法。先补充
了与课文相关的写作方法的常识，帮助他们理清写作方法和
课文具体内容的区别。之后，请学生利用这些方法，逐条对
课文内容做个比较。重点引导对中心句，过渡句，围绕中心
句的具体事例以及不同情感和语言风格的再感知。一些语文
基础扎实的同学，已经可以比较好的明白写法和具体材料的
关系了。此外，我督促孩子做笔记，留着以后在不断练习的
基础上，逐渐弄清楚写法的作用。

对于老师而言，不断地反复地播种也许是收获成功的唯一捷
径。所以，我不奢望自己这次的效果，只求能引起孩子的重
视和继续探求的好奇心。



白鹅公开课反思篇二

《白公鹅》一课重在与《白鹅》一课比较。在导入时，我就
有意识引导学生对比两只鹅的形象;在体会白公鹅的特点时，
我也抓住两篇课文对鹅的步态的描写进行比较;最后也把重点
落在比较两篇课文的写作方法上。

一、是引导学习理解词语的方法：如“涟漪”一词，我引导
学生从字形看，这个词语一定与什么有关?孩子们马上说出是
水，因为两个字的部首都是三点水。一个孩子说是“波浪”，
我一边用手比画大波浪，一边问：这样的波浪能叫“涟漪”
吗?孩子们意识到“涟漪”是细小的波纹。

二、是重视了品词析句，提高学生语言的欣赏能力。课文第
二自然段用总起—分述的结构描写了鹅走路时慢条斯理的样
子，语言形象具体，值得细细品读。我引导学生通过品味重
点词语、想象情景、比较体会等方法欣赏课文语言。如“它
走起路来慢条斯理，仔细掂量着每一步。”一句，我引导学
生先说说“掂量”是什么意思?(用手称称重量――反复思考
应该怎么做，结果会怎样)再想想鹅在掂量什么?(这一步落在
哪里好，怎样放下去好)体会鹅走路的“慢条斯理”，体会作
者用词的巧妙。

白鹅公开课反思篇三

四年级第四单元的课文，有的是不同作家写相同的动物，有
的是同一作家写不同的动物。在同一单元中同时出现了两篇
不同国家不同作家写的同一种动物——鹅，这是过去教材中
不会出现的，而这些“鹅”在不同作家笔下既具有同性又具
有个性，在教学中进行对比教学，学生会对课文理解得更深
刻。

比如这两篇课文教学的重难点，都是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体
会“鹅”的特点。如果能通过比较两篇课文写法的异同，感



受作者语言的特调，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将会使教学事半
功倍。《白鹅》是从鹅的叫声、步态、吃相上叙述鹅的高傲
的特点。白公鹅是从鹅的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和争抢浅水滩
的趣事写出它“海军上将”的特点。都运用了拟人手法，但
叙述的语气不同，丰子恺更多的'是善意的椰揄，而叶诺索夫
更多的是欣赏，颇有调侃的味道。

通过对比，总结出两只鹅都具有“高傲”的特点，但丰子恺
笔下的白鹅是“架子十足”，叶诺索夫笔下的白公鹅是“派
头十足”。都是“傲”，但各有各的“傲”。这样，不仅让
学生比较了两位作家的不同写作风格，还教会了他们运用反
话写作文的方法。

白鹅公开课反思篇四

本课内容通俗易懂，在写法上与丰子恺的《白鹅》有些相似。
本课是阅读课文，有《白鹅》的教学做铺垫，所以在教学中
为学生创设了自主阅读的学习模式。首先让学生回顾《白鹅》
的先总后分的写作方法，想想白鹅的特点以及作者是怎样运
用事例和反语表达喜爱之情的。接着从课文上方的阅读提示
引入本文，“默读下面的课文，想想这只白公鹅有哪些特点。
再比较一下，两位作家的写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学生带着提示去默读课文，边读边画词语，句子，小组结合
谈体会，感受作者对白公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抓住关键词
“海军上将”与丰子恺的“架子十足”的“鹅老爷”作比较，
。两位大作家并没有仅仅把鹅当作动物来写，而是更多地赋
予它们人的感情，因此，鹅的形象就在笔者手下变得亲切可
爱了，自然形象就鲜活了，给人以亲切感。

白公鹅的步态最有意思，“它走起路来慢条斯理，仔细掂量
着每一步。落步之前，它总要先把脚掌往上抬抬，再合上掌
蹼，就像收起张开的扇面一样；然后摆一会儿这个姿势，再
不慌不忙地把脚掌放到地上。”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自家养



的鹅，确实是这个样子。而这帮孩子很少有见过的，或者即
使见过也没有仔细观察过它的步态。找到一段视频，但这种
步态不是很明显，不过也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借着这时的热
情，我抓住几个动词，抬、合、收、摆，让学生用手掌来模
拟，他们兴致高涨，鹅傲慢步态真真地体会到了。

白鹅公开课反思篇五

这堂课我最大的感受是孩子们的气氛太活跃了，我在某些环
节上不能收放自如，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课由于我
自身的原因、如教学语言、表达还不够丰富，还有就是我太
着急了、在探究合作两篇课文的异同点与体会两篇课文不同
的语言风格时，小组汇报达不到要求时，我会自己说出答案、
没有好好引导孩子们去体会、去思考。难度系数较高，有拔
高教学的程度，没有考虑四年级的孩子对语言风格的理解还
没有达到一定的层次与理解。

这堂课我让孩子们成为课堂的主体，让孩子们以小组合作的
形式完成了本该3课时的学习内容。虽难度较高但是还是达到
了我所预设的要求，以后像类似的教学设计还是需要改进，
期待我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送元二史安西》的
对比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