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故事的教案 成语故事教学反思(优质7
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听故事的教案篇一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重的引导学生学习第一个故事《自
相矛盾》，我是这样进行教学的：

指导学生读出卖矛之人的夸口，由学生自己读，再指名读，
到齐读，读出一个“夸口”

抓住“张口结舌”，讨论张口结舌的原因，做一做张口结舌

如果你是围观的人，看到卖矛之人张口结舌的样子，你会说
点什么？借这一环节，引导学生明白“自相矛盾”的意思，
所讲述的道理。

本则故事比较简短，适合表演，因此，在理解了全文之后，
请学生演一演，并把写的话也添上。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又复习了故事的内容。

听故事的教案篇二

这一课有三则成语故事。教这样的课文，我的教学目标的定
位是：

1、初步了解成语的来源；



2、通过读故事，明白三个成语的寓意；

3、会讲这三个故事。课文后第1题的作业题是朗读课文，背诵
《画龙点睛》。我想此题的目的是让学生积累语言吧，所以
有了“会讲这三个故事”的目标。再读读这三则故事，发现
第一则侧重人物的语言描写，第二则侧重人物的动作描写，
第三则从侧面（游客与龙的表现）体现了画家画技的高超。
因此，教学时，重点引导学生品读了这些语言。

《自相矛盾》主要引导学生品读楚国人卖矛又卖盾时夸口说
的话，分析其中的矛盾之处，从而理解寓意。《滥竽充数》
主要引导学生品读南郭先生装与逃的动作，分析这样做的原
因，从而理解寓意。《画龙点睛》则是引导学生想象游客惋
惜、请求、惊叹时说的话，来体会画家点睛之笔的神奇，从
而理解寓意。这三则故事情节简单，语言简炼，篇幅短小，
学完后，大部分学生能讲这三个故事。至于成语的来源，我
告诉学生有三种，一种是来自于历史故事，一种是来自于神
话故事，一种是来自于寓言故事。但是我觉得让学生来辨析
一些成语来源于哪一种，或者是分别写出这三种成语，我觉
得有些为难学生。有些成语的来源，老师们也很难确定，还
有些如“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八仙过海”这些词是成
语吗？还有如运用这三个成语写句子，我觉得要求也高了。
理解到运用的跨度很大，这其间有生活的积累，有认识的积
淀。所以，有时感觉教学是一回事，做习题又是一回事，这
样的语文教学何其累呀！

听故事的教案篇三

在这节课中剪纸人物形象、纹样的处理应该算是重点，人物
组合或道具、场景添加有故事性是教学难点，我在处理是主
要是在导入阶段处理了难点，而重点处理的力度不够，现在
想来也应该在导入阶段加以具体一些的诸如构图、纹样、如
何让处理人物特征表现的处理。我处理时是把这一重点放给
了学生，因为学生对人体的特征有一定的了解，我也没有给



学生固定的一种模式，让学生自己去处理，反而最后的效果
非常好，时间虽然紧（30分钟的课），但最后可以展示的作
品较多。

在鼓励手段上，我预先告诉学生说表现好的三幅作品的小组，
可以在我的剪纸收藏夹里随便选一幅作品收藏；但在最后的
展示阶段却有七幅作品上来展示作品并讲了故事，还有好多
没有来得及展示，这种情况下，一是时间关系，一是想意见
尽快统一的关系，我只好指定学生选优秀作品来代表大家的
意见，学生看起来很高兴、很热闹、效果也很好，但是我却
感觉有所欠缺，如果在作品的评价（如剪的技法、人物特征
的处理、构图的安排、细节的处理）上再细致一些，操作中
发生的小插曲、小故事、小收获等也能收获一些就更好了。
同时我还表扬学生语言表达流畅语文学得好，美术功底好，
能够统管全局（知道剪人物要先剪外形）有毛泽东的风范，
应该对学生的人生有一定的影响吧。

在课件的配音中我用了学生来配音这也拉近了学生与教师、
与课程的距离，从而使学生很快的进入课程角色，为后面的
课打了一定的基础。

在结束阶段我给学生介绍了一些剪纸的学习网址，我觉得自
己这一处理较好，既解决了学生再想学怎么办的问题，也解
决了去哪里学的问题，更是引导了学生正确利用互联网来学
习的事情。

后来我还观看了平定实验小学张娟老师的课，她是牢牢的抓
住了教学的重难点，具体讲解并演示了剪纸人物的过程、步
骤以及注意事项，还指导了构图等，也就是她的重难点在直
接课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这是我值得借鉴的地方，而说
实话，从备课开始，如何突破重难点一直就是我的困惑，就
这一点我就不如张娟老师，在今后再上这一课的时候我就有
了借鉴的了。



两节课表现不同的是：我的教学难点突破的好，张老师的重
点突破的好；作品展示时我的学生作品成功的较多，由于时
间关系评价时注重了学生的展示和评价，而张老师的学生展
示的只有一幅，但教师的讲评比较细致；从整节课来看，我
是放手让学生参与的多，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而张老师是
指导的多，整个教学流程比较完整。

听故事的教案篇四

美术课程是一门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课程,应该
尽量使每个孩子积极参与到美术学习中，并促使每个孩子在
各自的基础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下面就根据我上的课谈
一下自己的教学体会。

一、让学生了解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

剪纸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所以全国各地都能见到
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剪纸不仅表现了群众
的审美爱好，并含蕴着民族的社会深层心理，也是中国最具
特色的民艺之一。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如点缀墙
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
用，还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人们以前还常把剪纸作绣花和
喷漆艺术的模型。

二激发学生剪纸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人人参与到剪纸活动活动中
来，我首先让学生认真观看老师的作品，用故事引入来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调动了学生剪纸兴趣。紧接着我问
学生：“你们愿意学剪纸吗？”他们高兴地说：“愿意！”
于是我将自己剪出来的样品向学生展示，让学生认真观察，
了解剪纸的特征，这样更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调
动了学生剪纸兴趣。



三、观察生活，培养学生观察力。

听故事的教案篇五

《好的故事》是一篇精读课文。本文是现代文学大家鲁迅
于1925年创作的一首散文诗。此文通过对梦境中“好的故
事”的描绘，反映了作者鲁迅在希望与失望的矛盾中，启示
人们毁掉“昏沉的夜”，实现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的强
烈愿望，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歌颂，对理想
的热烈憧憬。全文景物写得真实、细致，且景中有情，情中
有意。

一、教学效果

本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深入了解作者写作背景。一篇文章，想要深入地了解文中
意思，必须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本课一开始，我先出示作
者写作时的背景：此文写于1925年，当时的中国及其混乱，
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很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同广大人
民一样，期望美好的未来尽快到来，故作此文寄以希望。在
这种背景下，同学们就知道为什么作者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
了。

2、小组合作，排除阅读障碍，朗读课文，对于文中不懂的字
词通过课文注释、查字典弄懂。我在一旁及时引导。

3、我引导学生体会文章结构安排上自然流畅、脉络清晰的特
点。通过朗读、熟读课文，理清课文的顺序，首先引出梦境
中的“好的故事”，其次，集中写梦境中的好的故事，然后
写梦中所见的“现在”“好的故事”，最后，写“好的故
事”的破灭。通过这个线索，让学生理清了课文的内容，有
助于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
个“好的故事”。



二、成功之处

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成功的。课程中，
我注重创设民主、平等的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和
学生平等对话，借助一些特殊词的解释，例如“美丽、优雅、
有趣”等词语，让学生体会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好的故
事”，从而理解“好的故事”的形象，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作
者会希望这样“好的故事”，其次我注重学生的朗读，在读
中感悟作者所蕴含的`感情。我引导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朗读，
学生们通过个人读、小组读、默读、集体读等读书形式，走
进课文，理解作者想实现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的强烈愿
望。

三、不足之处

虽然这一课的学习中，有成功的地方，但教学永远都是有缺
憾的。在本课中，我在课堂上的关注面窄，只注重了那些举
手的同学，没有关注那些不举手的同学是不是跟着思路在学，
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所要求的内容。

四、改进措施

如果重上这节课的话，我会在之前成功的基础上，对那些不
举手的同学采取鼓励、引导的方式，争取让他们回答问题，
关注全班同学的学习情况，让中差生也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

听故事的教案篇六

大班进入幼儿衔接阶段，但我发现不少孩子还存在向故事里
的老虎和狐狸一样，欺负别的小朋友，也为了帮助小朋友理
解掌握一些词汇。因此，我制定本次的活动目标为：

1、知道故事名称，主要角色和故事情节，会自己讲述故事；



2、通过故事，让幼儿懂得小朋友之间要互相团结，互相关心，
不能欺负其它小朋友；

3、理解词汇：半信半疑、魂飞魄散、仗势欺人。

这三个目标中蕴含了语言能力的培养，知识能力的获得和情
感方面的培养，体现了目标的综合性和层次性。我将本次活
动的重点放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能对照自己平时的
行为，懂得小朋友之间要互相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不能欺负别的'小朋友”逐步深入，帮小朋友改掉坏的行为的
情感体验，将知识进行迁移，重点攻破。另外，小朋友面临
这进入小学，让小朋友提前接触一些词汇，有助于幼儿园与
小学的衔接。

本次活动效果不错，很多小朋友的观点都有所改观。

听故事的教案篇七

通过对杨老师《剪纸故事》教学的学习，反思有以下四点。

收获之一：好的课堂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本节课的导入中，
杨老师选择了剪纸故事《老鼠娶亲》为开头，一下吸引了孩
子们的眼球，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知需求。

收获之二：在教学中为拓展孩子们的知识面，杨老师对教材
进行了知识的拓展。使学生对剪纸的概念、剪纸的历史、剪
纸的种类、剪纸的工具、材料以及剪纸在生活中的应用有了
一定的了解。

收获之三：杨老师针对教学中的重难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问题。例如“怎样剪出漂亮的花纹？”“那些地方适合用这
些花纹？”“在图中找找那些地方用了月牙纹、锯齿纹？”，
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学生能够抓住剪纸的.关键，将剪什么样的
花纹，怎样剪，如何将剪纸的技巧恰当的运用在学生剪纸的



作品中，做到了有章可循。

收获之四：杨老师的教学过程做到了细心、细致、细化、关
注每一个细节，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使学生有收获，有成
就感。尤其是在教学中，老师的教态亲切、镇定自若，体现
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值得大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