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通用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儿歌理解儿歌内容。

2、丰富幼儿知识，引导幼儿大胆想象创编。

主题树《脚印》，小鸡（小鸭，小狗，小孩）脚印图片等

1、谈话导入，引出儿歌

小结：动物们的脚长长短短，和我们的脚不一样，也不一定
是五个脚趾。

重点提问：那你们知道动物的脚印是什么样子的吗？

小结：动物的脚印各式各样，有大有小，每一个都是不一样
的。

2、学习儿歌，播放课件。

重点提问：儿歌里提到了哪些动物的脚印？它们的脚印一样
吗？

小结：儿歌里提到了小鸡，小鸭，小狗和小孩的脚印。

3、完整学习儿歌



重点提问：小鸡的脚，跑来又跑去，像什么？

小狗的脚，跑来又跑去，像什么？

小鸭的脚，跑来又跑去，像什么？

小孩的脚跑来又跑去，像什么？

小结：小鸡的脚像竹叶；

小狗的`脚像梅花；

小鸭的脚像小扇；

小孩的脚像小树。

4、仿编儿歌

师：还有哪些小动物的脚印？跑来跑去像什么？

（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大胆创编）

例如：青蛙，毛毛虫等等。

5、表演：脚印

规根据自己的创编内容进行表演。

附；儿歌《脚印》

小鸡的脚，尖尖的，跑来又跑去，竹叶撒满地。

小狗的脚，圆圆的，跑来又跑去，梅花落满地。

小鸭的脚，扁扁的，跑来又跑去，小扇铺满地。



这篇课文以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渗透了自然界中小动物们的脚
印各不相同的常识，并旨在借此篇课文让孩子对动物各种不
同的脚印产生兴趣。这堂课上，我对于“不同的脚印”这个
常识的渗透还不够，只是一味地在教学环节中安排了对于一
年级小朋友来说枯燥无味的各项说话训练。而且，虽然看似
训练点很多，却因为没有完全考虑到我班的特殊情况，所以
导致训练目标也没有完全达成。如果能够在更深层次地钻研
教材后，根据孩子的真实情况创设情境进行教学，也许教学
效果会更好。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二

《金色的脚印》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师本着让学生多读，在
读中体会的.思想出发，在教学中多出设计了让学生自主读文，
自主探究，以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

在教学进行中，学生初读课文时对课文理解的并不好，教师
指导读文不够到位，也应该是教师备课尤其是备学生这一环
节上不够，致使教师提出“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
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学生只是低头沉思，而不能主
动回答问题。

利用教材资源，通过自己的想象进行补白，是提高学生写作
能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三

文章以生动细腻，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人与动物的传
奇故事，赞美了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谐相
处的美好关系，也展示了动物之间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读
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因此教学这一课最主要的是抓住它的
“情”，用文中丰富的情感去熏陶感染孩子，使孩子走进文
本，与文本对话。



但是我在理清课文叙述的事情后，就让学生质疑，学生提了
以下7个问题：

1、18自然段，为什么老狐狸会救正太郎；

2、“闪着金色的光芒有没有其他的意义。难道只是阳光照射
才是金色的吗？”

3、狐狸为什么不死心，还要救孩子？

4、为什么发现小狐狸被带走，正太郎的动作表情那么冲动？

5、15段为什么正太郎刚想揭开铁链又打消了念头。

6、为什么正太郎给狐狸送吃的呢？7、小狐狸为什么不吃食
物也不会饿死？这些问题，除了极个别的如第2个、第4个确
实是有思考价值的，其他多半是关于文章内容的，学生只要
好好读读书，都能解决。因此这里的`质疑意义不是很大，接
下来就让学生围绕上面这些问题来学习，逐条解疑，课文就
上得兴味索然了。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理性地去回答同学们
提出的问题了。脱离了情感和体验的语文教学必然是枯燥无
味的。在以后的教学中，对学生的课堂提问一定要经过认真
筛选才好。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四

篇一：熟悉的脚印教学反思

这篇课文开头写爷爷带尼基申认各种动物的脚印，还
说：“什么东西都得学，各种知识对人都是有帮助的”。结
尾处写尼基申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说是：“狗的脚印带我们
走出森林的”，还说：“这是爷爷告诉我的”。――这种首
尾照应的写法十分明显。



在教学时我采用先跳过开头讲，着重指导学生阅读尼基申和
孩子怎样走出森林的前后经过。到结尾部分，再联系尼基申
回答孩子的.话向学生激疑：为什么尼基申知道这是狗的脚印
而其他孩子不知道呢？由此回应课文开头，帮助学生读懂课
文，并揭示文章主旨。

篇二：熟悉的脚印教学反思

为这堂课准备了很久，但是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总结了以下
几个原因：

第一，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课堂驾驭能力欠
缺。虽然这学期已经在打工的学校锻炼了很久，但是遇上这
种正式的课堂，面对学生的回答，的确有些招架不住了，时
间没把握好。出现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
够。

第二，紧张，原本在课下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上课给学生
背居然还打起了磕巴，简直太不应该了。一紧张，川普便战
胜了普通话上阵了。

第三，对幻灯片的操作还不熟悉。

值得肯定的地方：虽然在大的机智上是一个败笔，但我认为
在讲到四子的志向时，()学生的答案中大多数都已经涉及到了
“孔子为什么与点”这个问题，于是我把原本应该在后面环
节的问题提前来讲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活处理，但是
由于幻灯片的缘故，反而让自己耽误了不少时间。

虽以失败告终，但是没什么可怕的，继续为做一名合格的语
文老师而奋斗！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五

《金色的脚印》这篇略读课文讲述了一个人与动物之间的传
奇故事，尤其受到小朋友的青睐：小男孩正太郎家的佣人从
山里捉回一只小狐狸，两只老狐狸想尽办法要救小狐狸出去，
冒着生命危险住在正太郎家的地板下面照顾小狐狸，并和十
分同情小狐狸，偷偷给老狐狸喂食的正太郎建立了亲密的信
任关系。后来小狐狸被送给邻居，正太郎为了要回小狐狸，
不慎掉下悬崖。两只老狐狸救下了严寒中昏迷的正太郎，最
后正太郎要回了小狐狸，和爸爸一起把它放回了山里。狐狸
一家终于团聚并回到了树林中。文章以生动细腻，充满感情
的笔触娓娓道来，赞美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
助、和谐相处的美好关系、也展现了动物之间生死相依的浓
浓亲情，读来感人至深，每个人无不为之动容。

为了让学生感受到美好的情感与崇高的品格，从而获得精神
上的升华，并且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体会思想感情，勇于
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学生读完课文，理解教材的基础上，我
结合课文的描述，指导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谈谈读了
课文后的具体感受。学生们对故事的内容极感兴趣、也谈了
许多有关大自然是人类和动物的共同家园，人们要和动物和
谐相处，世界才会更加美丽……等道理。同学们虽然懂得了
很多道理，但我总觉得还缺乏精神的升华、情感的碰撞，来
自内心深处的东西。如何把讨论引入深入，让故事在孩子们
心中激起情感的涟漪？这时刚好班上邓洪旭同学发言
说：“老狐狸为了救小狐狸、想尽了办法，冒着生命危险，
给小狐狸喂奶，并住在正太郎家的地板下面照顾小狐狸，老
狐狸和小狐狸之间的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使我非常感动，这
让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对我的爱……”这时，我插说：邓洪旭
同学的体会感人至深，发自内心深处。我无意中又说，天下
的父母都是一样，对待孩子的爱是那么伟大，那么无私，而
我们作为父母的孩子有没有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的心爱父母呢？
没想到同学们齐刷刷地回答：“没有！”而随即又马上改口，
齐声道：“有！”这个自相矛盾、在几秒钟之内改变主意的



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即抓住这个问题，让孩子们说
说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就出现了截然
不同的两种答案？这下可打开了同学们的话匣子了，课堂气
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同学们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几乎每个
人都举起了小手，课堂沸腾了，有的人激动地回忆起自己生
病时妈妈冒着雨背她上医院，并无微不至的照顾的事，有的'
后悔地回忆起自己顶撞父母，做了对不起父母的事，有的尽
情地回忆自己孝敬父母的所做的事……“大家一致认为，在
对待父母的爱上，自己做得不够，以后应该像父母爱自己一
样去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这一节课上，同学们都畅所欲言，
一吐为快，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仍然沉浸在激动之中，收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不少同学还把自己的感情写到了周记
本上，出现了不少有血有肉，语言通顺，内容具体感人至深
的好读后感。

这节课，让我想起了关于教育的一段论述：“教育的技巧并
不在于能预见到课的所有细节，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
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之中做出相应的变动。”

小班小动物的脚印教案反思篇六

《金色的脚印》(人教版第10册)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人与动
物的传奇故事，通过课文的学习，让学生体会狐狸一家及它
们与正太郎之间的感情，懂得与其他生命互爱互助，和睦相
处。

这篇课文的重点是了解故事的内容及意义，难点是如何引导
学生蒙古自治区通过这个故事认识人与动物的关系，知道人
应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和谐相处的道理。

师：(出示狐狸教学挂图)同学们，你们看图画上是什么动物?
你们喜欢吗?

生：(异口同声地)狐狸。(摇头表示)不喜欢。



师：(装作满脸疑惑地)为什么?

生：狐狸太狡猾了，我恨它还来不及呢!

生：大家都知道“狐假虎威”这个成语故事吧，就是讲狐狸
很狡猾，依仗老虎来欺压别的动物。

生：狐狸还经常叼走农家养的鸡，太可恶了。

(学生聚精会神地读课文，看得出被课文里的故事深深地吸引
了。)

生：我知道了，两只老狐狸想尽办法救一只被正太郎家的佣
人捉回去的小狐狸。

生：两只老狐狸为救出小狐狸，冒着生命危险住在正太郎家
的地板下面照顾小狐狸。这种生死与共的亲情，挺让人感动
的。

生：小狐狸被送给邻居，正太郎为要回小狐狸，不慎掉下悬
崖，两只老狐狸救护了严寒中昏迷的正太郎，蛮有人情味的。

生：(举手补充)正太郎不仅给藏在地板下的两只老狐狸投送
食物，还从邻居家要回小狐狸，和爸爸一起把它放回山里，
狐狸一家终于团聚并回到树林中。

师：(示意鼓掌)你们爱动脑筋，老师真是太高兴了。下面，
请同学们细读课文，从课文中找出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先
在课文中做上记号，然后再提出来。

生：两只老狐狸为了怕自己的孩子挨饿致死，就叼来鸡给小
狐狸吃，以保全自己孩子的性命，它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
了。

生：狐狸生性多疑，正太郎为什么能和狐狸建立亲密关系，



并得到狐狸的救助?

生：他为什么放了小狐狸?要是真心爱护它，不放不行吗?

生：课文为什么要以“金色的脚印”为题目?

生：……

师：(投去赞赏的目光)大家真是善于动脑，提出了这么多值
得讨论的问题。(学生在小组里兴致勃勃地讨论上面的问题，
教师参与讨论。)

师：看来，这位同学说出了大家讨论时遇到的同样的难题，
是不是这样的?

生：(异口同声地)是。

师：(提醒学生)请大家带着问题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生：(一部分学生难为情地)老师，我们还是难以理解呀。

生：(恍然大悟地)“金色”一般用来形容那些十分珍贵的、
有意义的或值得纪念的东西。

生：（深情地)小狐狸一家虽然是动物，但它们也像人一样，
它们的生命同样珍贵，那回归山林的脚印正是珍惜生命的象
征，这脚印中，饱含着人类对其他生命的珍重与爱护，体现
着人类美好的思想感情，所以它是金色的。

生：小狐狸一家能得到人们的关心而和家团聚，回到树林自
己的家中去，这是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因而用“金
色的脚印”来赞美这件事。

生：(高兴地)“金色的脚印”表面意思是阳光照耀下，印在
雪地上狐狸的脚印，细想一下，它却有更深刻的含义：在



这“金色的脚印”中，体现着狐狸一家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
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友善。

生：(主动地站起来)我对狐狸有了新的认识：狐狸生性狡猾
多疑是为了生存，只要人类友好地对待它们，它们也会对人
类友善的。

师：不会的。大家想一想，狐狸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善
待生命。狐狸为救自己的孩子藏在地板下，这种生死相依的
浓浓亲情多么令人感动。

生：假若我遇到像正太郎这样的事，我会像正太郎那样好好
照顾狐狸一家，然后让它们回到自己的家园。

生：老狐狸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它们该多着急呀!我会马上带
着小狐狸把它放回树林中，让它们一家团聚。

师：(赞赏地)同学们说得真好!

生：(有感情地朗读)“迎着耀眼的阳光，狐狸们的脚印，闪
着金色的光芒，一直延伸到密林深处。”

1．要把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自主探究，关键在于设计
好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案例中以“课文为什么以《金色
的脚印》为题目”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讨论，畅所欲言，
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如此以一问题统领全文，不仅产生了领
悟作者意图的解读效果，而且赢得了“学生自主探究”的时
间和空间。

2．“上课，在学生是报告和讨论，不是一味地听；在老师是
指导和纠正，不是一味地讲。”展开讨论，畅所欲言，是自
主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学过程中，学生
往往会遇到一些有深度、有争议的问题，一时搞不明白。这



是我就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交流，在辩论中
明晰，互相启迪，共同提高。我深深地感到：学生自主快乐
学习，就是老师在教学中最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