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 火车的故事教学反思
(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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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一

同学们通过表演这个童话故事，更清楚地理解小木偶那难以
明说的无奈心情，所以不要我说明，孩子们就自然总结出：
笑是很重要的，不过生活中，要是只会笑，那可是远远不够
的。我的教学目标就在这个轻松愉快的课堂中实现了，而且
效果很好。于是我再次把那些词语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们
读词。然后请同学们再试试表演好没一个表情。

为了表示奖励，我给他们讲了《小木偶的故事》的第二篇
《我不是一段普通的木头》，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还叫我
把第三篇也讲给他们听(因为我告诉了他们《小木偶的故事》
一共是三篇，课文是其中的第一篇)。我顺势跟他们说，其实
《小木偶的故事》还可以有很多篇，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
《小木偶的故事》续篇，在小木偶的.身上，后来又会发生什
么事呢?我们接着把课文编下去。同学们纷纷跟同桌讲着接下
来的故事……之后，课后作业大家就完成了一次练笔，都发
挥了想象，写出了特色。

通过这堂课的教学，我重获信心，我觉得我也能把课堂的欢
乐很好地传递给学生。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学生。其实学生就是需要点拨的精
灵，他们内在的潜力无穷大，只要调动了学生的热情，又何
愁学生不爱学语文呢?能让学生在轻松的课堂中学到各种语文
知识，让学生深深地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这是我们语文老



师所追求的语文课堂，也是我们理想的教学方式!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二

本文是一篇介绍火车种类的常识性课文，分别向我们介绍了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火车、磁悬浮火车，以及火车提
速、修建青藏铁路等有关我国铁路建设的成就，展现了我国
铁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借以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的兴趣。

这样的课文，需要老师做大量的补充，才能提升其趣味性，
否则便会十分枯燥乏味。于是，我找了许多有关机车、电力
机车的图片，以及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磁悬浮火车的短片，
丰富了课文所介绍的几种火车的形象，并让学生体验了磁悬
浮列车的速度。学生立即对课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轻松地
了解火车的几种类型及发展历史。

除此之外，我还鼓励学生展开丰富的想像，自行设计一列新
型火车，然后画下来，与同学交流，效果不错。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三

从古至今，教师一直在扮演“传授者”的角色，教师有
着“师道尊严”的架子；有着“居高临下”的权威。在学生
的眼中，你是个决定的权威者，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就是正
确的，就是好的。而在老师的心中久而久之也产生了这样的
想法：我的答案，我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而学生的往往是
信口开河或是不太正确的。正是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老师
和学生似乎都熟悉了这样的一种模式。突然一股暖风吹来，
那就是新课标。它吹醒了我们这些沉睡的人。在我今天的一
堂课上，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新课程标准对我们每一个老师的
重要性。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学生集体的伟大与我教师个
人的渺小。



今天上午，我怀着信心十足的保满精神想去把我昨天尚未结
束的一课《火车的故事》讲完。这堂课我顺着昨天的思路，
一步一步上下来。先是让学生回顾昨天“火车从古到今的变
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能如我所预料的讲出来。
接着，我开始我今天的新课，先是让学生读一读课文的四、
五两段，然后让他们说一说他们从这两段中知道了“哪些火
车的故事？”大部分的学生都能通过自主学习明白两点：

一、我国的火车在不断的提速。

二、我国建造了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

上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还暗暗高兴，今天的课上的是比较
顺利的，学生都能通过自主学习，比较好的明白“火车的故
事”。而且整堂课的气氛也比较好。但就是在我暗自高兴的
时候，产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我设计的下一环节，
也是这堂课的最后一环是“由小明做梦引导学生说说你想设
计怎么样的新型火车？在课前，由于找不到让学生看看现在
的.火车资料如磁悬浮火车等新式火车。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
想到学生可能在科学这一块上的知识比较狭窄，故又画蛇添
足了一笔。再设计的问题后面加了一条尾巴，“小朋友们你
们可以从我们未来的火车内部设计上想一想。”当我提出这
个扩展性的问题时，我突然有点傻了。因为我看到班级中，
只有一两只小手举在那儿。

于是我只好先请这几位小朋友站起来说一说。有个学生说到
老师我设计的火车是这样的：火车里面有餐厅，有买东西的
地方，这样乘在火车里就有很多东西吃了。还有位学生想的
比较远一点。他说老师我设计的火车是这样的：在我们乘坐
的座位前都有一台电脑，我们在火车上有什么事，只要按一
下电脑就可以了。就在我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我看到
又有一只小手举起，他说他设计的火车是蓝色的。我咋听到
时，冒出第一个念头是想象不开阔，怎么就只说这么简单的
颜色设计呢？而也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原来问题是在我身



上。

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的大人在认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
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忽略他们的想象与创造精
神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去考虑他们的时候，用我们
的认识水平去衡量他们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抹杀他们的想
象与创造精神的时候。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经过娃娃学语，
再到如今少儿时代。其实，他们都在用他们独特的眼光看待
我们的世界；用他们独有的思维思考着我们的世界。当我们
自认为很伟大的时候，其实在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你是
那么的渺小。我想作为教师我真的该好好的反省我自己。真
正该好好的用新课标的理论指引我，转变自己的角色，确认
自己新的教学身份；转变一个观念，就是要充分相信学生的
能力，学生自身就是最可利用的课程资源。

教师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而不是要什么都在学
生之上的传统师者形象。新颖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
究等都将教师从传统的一包到底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这些方
式，也是教师可以充分发挥的无形资源。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四

《火车的故事》这篇课文，分别向我们介绍了蒸汽机车、内
燃机车、电力火车、磁悬浮火车，以及火车提速、修建青藏
铁路等有关我国铁路建设的成就，展现了我国铁路建设迅速
发展的大好形势，借以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我
们年组的课题是《多种形式培养一年级学生良好的阅读习
惯》，本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在《火车的故事》的教学过程中，我重点体现"以读为本"的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的读。在读中思考、读中
感悟。设计了几个比较好的教学活动，通过活动把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培养了学生的小组合作精神。比如在学习
《火车的故事》第三自然段时我的教学设计是这样的：先让



学生们自己阅读第三自然段，然后提问："你从种了解到了什
么？"根据学生的回答写出板书：蒸汽机车、电力机车、磁悬
浮火车。接着提问："你能向其他同学简单介绍文中提到的三
种类型的火车吗？然后再问问大家你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你还知道有什么样的火车？给大家介绍介绍。"最后能像小介
绍员一样把第三自然段的内容有感情地读出来吗？比一比，
看看谁读得有感情。

《火车的故事》这样的常识性课文，需要老师做大量的补充，
才能提升其趣味性，否则便会十分枯燥乏味。于是，我找了
许多有关机车、电力机车的图片，以及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磁悬浮火车的短片，丰富了课文所介绍的几种火车的形象，
并让学生体验了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学生立即对课文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轻松地了解火车的几种类型及发展历史。

孩子们对于火车这种熟悉的事物是很有感情的，平时在他们
的图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事物，今天上了这一节课，对于火
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获得了更多有关火车的知识，磁悬
浮火车这新颖的新鲜事物让大家感兴趣，特别是近来武广高
铁的开通更易激起孩子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鼓励学生展开丰
富的想像，自行设计一列新型火车，然后画下来，课后，我
又将部分学生的作品粘贴到黑板上。孩子们就更加高兴了。
培养低年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很重要，我将为此而不断努力。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五

《火车的故事》是一篇介绍火车种类的常识的课文，分别向
我们介绍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火车、磁悬浮火车，
以及火车提速、修建青藏铁路等有关我国铁路建设的成就，
展现了我国铁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借以激发学生学
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在《火车的故事》的教学过程中，我
重点体现“以读为本”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
的读。在读中思考、读中感悟。通过读，把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调动起来，培养了学生的小组合作精神。在学习本文第三



自然段时，我的教学设计是这样的：先让学生们自己阅读第
三自然段，然后提问：本段讲了哪几种火车，你认为哪一种
火车好？好在哪里？根据学生的回答写出板书：蒸汽机车、
电力机车、磁悬浮火车。接着问：那么你还知道有什么样的
火车?给大家介绍介绍?最后试问大家你能向小介绍员一样把
第三自然段的内容有感情地读出来吗?比一比，看看谁读的有
感情，这时，很多同学读了一遍又一遍呢！然后应用多媒体
把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磁悬浮火车的样式和它
们的性能介绍给孩子们，让孩子们更详细、更彻底的了解课
文中几种不同的火车。学生们对于火车这种熟悉的事物是很
有感情的，今天上了这一节课，他们对于火车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获得了更多有关火车的知识，特别是磁悬浮火车这
新颖、飞速的新鲜事物更让大家感兴趣。于是我鼓励学生展
开丰富的想像，自行设计一列新型火车，然后画下来，孩子
们有的给自己的火车设计了美丽的外观，有的给火车设计了
舒适的内部构造......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多么的神奇，是多
么的不可估量。

《火车的故事》这样的常识性课文，需要老师做大量的补充，
才能提升其趣味性，否则便会十分枯燥乏味。今天我如果不
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就不能这么清楚地看到各式各样的火
车，教学效果就不能达到如此的效果。

火车的故事教案反思篇六

快期末考试了，今天利用三节课把《火车的故事》上完了，
之前一直担心学生对这类课文不感兴趣，出乎意料，孩子们
听得很认真。

文章有点长，我主要是抓住三、四、五自然段来讲的。在讲
解第三自然段时，先解决文中小明提出来的那个问题，车厢
是由机车带动的；再请学生找出文章介绍了哪几种火车，大
部分孩子都找到了；然后找出描写时间的词语，并板书；接
着出示图片，配以文字介绍这四种火车，孩子们很感兴趣，



潜移默化中了解了火车的发展进程；最后根据板书复述这一
段的内容。

在讲解第四段时，则抓住重点词“朝发夕至”教

给学生通过逐个理解字的意思从而理解词语的意思的方法。

第五自然段，里面有几个词比较难理解，如：“海拔”“世
界屋脊”“创举”。“海拔”用图示的方法帮助学生理
解；“世界屋脊”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屋脊”，自然而然
就理解了“世界屋脊”；为了理解“创举”，我通过图片与
文字结合，配上音乐介绍了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从而了解铁路修建的不易，进而理解“这是个了不起的创
举！”

一堂课下来，相信孩子们一定收获不少，但有的时候怕课上
不完，可能会忽略孩子们的一些想法，没有关注到细节,这些
方面还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