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 灰雀教学反
思(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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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一

《灰雀》讲得是列宁与小男孩都喜欢灰雀，但他们的表达方
式不同。列宁喜欢它的方式就是让灰雀自由，而小男孩却想
占灰雀为己有，但最后小男孩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
错误。通过这个故事，让学生明白了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领
袖，他不仅爱鸟，更爱下一代的优秀品质。更让学生懂得了
做人要诚实的道理。

在教学过程中，我先重点介绍了这三只灰雀的样子，让学生
深切地体会到灰雀的惹人喜爱，为下面的男孩要捉走灰雀埋
下了伏笔。在教学列宁寻找灰雀的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读了
读列宁说的一系列话，并对每一句话进行了情感处理，让学
生深切地感受到列宁发现灰雀不见时的那种着急、担心、惋
惜的复杂心理，唤起学生的共鸣。然后，提问：那聪明的孩
子，你们知道灰雀去哪了吗？那只灰雀是真的飞走了呢还是
冻死了呢？还是？？请你来帮帮列宁的忙吧！

另外，我进一步反思自己在教学中，有时真的不如列宁那样
宽容，也不像列宁那样尊重和爱护孩子的诚实和天真。遇到
事情不假思索，也许会伤害一颗脆弱的童心。有时还不顾场
合地对孩子恶语相加，甚至还愤怒地说：“我清清楚楚地看
到了，你敢做，为什么不敢当？你还敢？”冷静下来想一想，
做老师的大都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尊严，却常常忽视了学生
的“面子”。俗话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不管是学



生还是老师，都有自己的自尊心，都爱面子。今后我一定要
注意场合、注意分寸，注意调查研究，不会让学生下不了台。
能不点名批评时尽量不点名批评，能个别批评时尽量个别批
评。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二

有一年冬天，列宁在郊外养病。他每天到公园散步。公园里
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
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枝头欢蹦乱跳地唱歌，非常惹人
喜爱。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
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

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
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
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

男孩说：“没……我没看见。”

列宁说：“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冷。
”

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
了。”

男孩看看列宁，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
活着。”

列宁问：“会飞回来？”



“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

第二天，列宁来到白桦树下，果然又看到那只灰雀欢蹦乱跳
地在枝头歌唱。那个男孩站在白桦树旁，低着头。

列宁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着说：“你好！灰雀，昨
天你到哪儿去了？”

当然，灰雀没有告诉列宁昨天它去哪儿了。列宁也没再问那
个男孩，因为他已经知道男孩是诚实的。

这篇文章我已经讲过，但实事求是的说很失败。确实需要反
思。

首先说新课改提倡的是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养成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而老师
需要做的则是正确的引导。然而，回想起来当时讲课的情景，
我所重视的不过是课文某些具体部分的处理，而且自己为学
生总结了学过本篇课文应受的启发—护鸟意识。忽略了文章
整体的连贯性。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只是局部的。

另外，我明明清楚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列宁与男孩的对话，
把握人物的心理想法。可当我讲的时候只是一带而过，并没
有给孩子思考的时间。在我的课堂中，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成为了中心人物。

其实，当前语文课的重点在于阅读，虽然这节课我失败了，
但是很多人也是在积累失败经验的教训中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的。过去的无法挽回，但未来的则需要好好设计每一堂课，
不得松懈！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三

《灰雀》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第五课。这篇课文
记叙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养病期间爱护灰雀的故事，反映了
列宁爱鸟，更爱诚实的孩子。课文写得非常含蓄，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事件的发展进程，是本
篇课文在表达上的`主要特点。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觉得自己的设计虽抓住了课文的脉络和
大的框架，对一些细小的枝节考虑不周全，学生练习的板块
还有很多可商确的地方。比如本堂课，我和学生在探讨上进
行的十分圆满，但我却有些忽略了朗读指导这一块。语文课
堂，朗读占有极大的比重，究竟怎样合理地朗读，才能做到
做适合于学生的发展呢?我想，首先要做到能与文中的人物在
情感上发生共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朗读才能有迹可循。
我在教学中，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让学生融入角色，
将感情带入文中，激情朗读。可在实际教学中，我自觉还缺
乏合理指导的手法，因而，课堂上，学生始终无法读出列宁
焦急寻找的语气，而这句又是一句长句，学生不能把它读准
确。而此时，我本该发挥作用，示范朗读，可我却忘了这么
做，可见，我的临场应变能力需要很大的提高。最后，这一
环节，在学生并没有很好的进行朗读情况下，我就进入了下
一环节。在朗读环节中，我还不会采取多种方式教学，这是
我今后需要不断学习的其中一方面。

整堂课从总体看，还算成功，但细细分析，存在的缺陷也不
可少看。但是，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发现不足，
加以改进的过程。所以，我相信，认真做好反思，并在今后
的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会有所进步。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四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低年级小学生的思维存在着
不少缺陷：看问题不全面，不善于联系实际地看问题，不能



有条理地分析……是呀，否则也就不是小孩了，但是，如果
学生能根据老师的设疑产生自己的想法，并能大胆地将它说
出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自圆其说，也是很不错的。

看来，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最好是切身体会）来看问题，
更能帮助学生处于一种主动探究的角色，并能深入地理解课
文内容。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五

教学《灰雀》一文时，我将全文紧紧围绕“爱”一字展开，
引导学生讨论了三种“爱”――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小男孩
对灰雀的喜爱、列宁对小男孩的爱。在体会这三种爱时，让
学生区分列宁与小男孩对灰雀“爱”的不一样，并重点感悟
列宁对小男孩的爱。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文资料进行
了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感受。如在文中的泡泡里提出了
一个问题“列宁来到白桦树下，为什么跟不会讲话的灰雀说
话，而不跟会说话的男孩讲话呢”我就让学生读书思考。然
后，组织交流。有的说：“列宁怕小男孩悲痛，所以不直接
问小男孩。”有的说：“列宁不愿意伤害小男孩的自尊
心。”有的说：“列宁怕小男孩难堪。”还有的说：“列宁
对灰雀讲话，实际上也是在跟小男孩说话。”我觉得利用学
生的疑问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再经过学生读书思考，从
而领悟到课文所表达的男孩爱灰雀、列宁爱灰雀更爱男孩的`
情感，学生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了深刻
的认识，得到了人文精神的陶冶。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六

教学本文时，我紧紧围绕“爱”字展开，意在引导学生讨论
三种“爱”——列宁对灰雀的喜爱（这是最浅层次爱的体
现）、小男孩对灰雀的喜爱、列宁对小男孩的爱。在体会这
三种爱时，让学生区分列宁与小男孩对灰雀“爱”的不同，
并重点感悟列宁对小男孩的爱。从学生的回答来看，学生在



朗读的过程中，对课文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感受。但我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1、朗读教学中，缺乏朗读

本堂课，我和学生在探讨上进行得比较成功，但我却忽略了
朗读这一块。语文课堂，朗读占有极大的比重，究竟怎样合
理地朗读，才能做到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呢？我想，首先要做
到能与文中的人物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
朗读才能有迹可循。我在教学中，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
便是想让学生融入角色，将感情带入文中，激情朗读。可在
实际教学中，我自觉还缺乏合理引导的手法，因而，课堂上
学生依旧把握不准。在朗读环节中，我还不会采取多种方式
教学，这是我今后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

2、课堂内容安排不合理

从三年级学习来看，生字词的把握仍是一个重点，课堂中还
需花些时间。由于个别学生的预习不充分，导致课堂内容没
有全完成，整个课堂不完整，倒不如将基础安排在第一课时，
重点理解放在第二课时。而对字词的理解可以融入在课堂中，
抓住一些重点的字词，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也能
起到增加词汇的作用。在《灰雀》一文中，有不少词语是需
要随文理解的，但这一步我却忽略了，所以在这一堂课中，
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学得不太扎实。

3、急走教案，不给学生留机会。

当我围绕“爱”字展开教学时，最浅显的列宁对灰雀的爱，
孩子们很容易找到，这和我预想的相符，这时我就急忙进入
了教学，根本没让孩子再发表其他意见，每个孩子的理解能
力不一样，或许有的孩子可以理解到更深层次的爱，我却剥
夺了孩子们发表感受的时间。



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发现不足，加以改进的过
程。所以，我相信，认真做好反思，并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
改进，我会有所进步，有所收获！

灰雀的教学反思与收获篇七

《灰雀》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第五课。这篇课文
记叙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养病期间爱护灰雀的故事，反映了
列宁爱鸟，更爱诚实的孩子。课文写得非常含蓄，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事件的发展进程，是本
篇课文在表达上的主要特点。根据文本的这一特点我制定了
三个教学目标：

1、通过人物对话描写，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2、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列宁的善良、宽容和对儿童的保护，懂得做错事情应
该改正的道理。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觉得自己的设计虽抓住了课文的脉络和
大的框架，对一些细小的枝节考虑不周全，学生练习的板块
还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比如本堂课，我和学生在探讨上进
行的十分圆满，但我却有些忽略了朗读指导这一块。语文课
堂，朗读占有极大的比重，究竟怎样合理地朗读，才能做到
做适合于学生的发展呢?我想，首先要做到能与文中的人物在
情感上发生共鸣，在此基础上，学生的朗读才能有迹可循。
我在教学中，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让学生融入角色，
将感情带入文中，激情朗读。可在实际教学中，我自觉还缺
乏合理指导的手法，因而，课堂上，学生始终无法读出列宁
焦急寻找的语气，而这句又是一句长句，学生不能把它读准
确。而此时，我本该发挥作用，示范朗读，可我却忘了这么
做，可见，我的临场应变能力需要很大的提高。最后，这一
环节，在学生并没有很好的进行朗读情况下，我就进入了下



一环节。在朗读环节中，我还不会采取多种方 式教学，这是
我今后需要不断学习的其中一方面。

如能安排让学生动笔写写，做到读写结合，效果可能更好。
从这堂课中，我不仅明白了临场应变的重要性，也明白了，
只有事先做好了十二分的准备，才能让课堂更好的完成，让
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发展;而在课堂教学时，做好
随时的应变的准备，让自己不拘泥于教案的束缚，又能真正
让课堂的时间做到合理的运用。

整堂课从总体看，还算成功，但细细分析，存在的缺陷也不
可少看。但是，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发现不足，
加以改进的过程。所以，我相信，认真做好反思，并在今后
的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会有所进步，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