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 折纸船的教学反思
(优秀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人教版《语文》第三册

教材简析：

《纸船和风筝》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带着问
候，带着祝福，带着谅解，带着浓浓的真情，在山顶和山脚
架起了一座七彩的友谊长桥。纸船和风筝让松鼠和小熊成了
好朋友，成了维系、发展他们友谊的纽带。

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松鼠和小熊因为一点小事吵了一架
之后，他们表现出的内心的失落和难忍的痛苦，以及修
补“裂缝”的独特的方式和感人场面。只要我们带着一颗童
心，带着对真挚友情的向往，去朗读这篇课文，就一定会受
到深深的感染。

设计理念：

1、《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
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所以本课教学以
读为主，引导学生在读中悟。



2、充分尊重学生的感受，体验。尊重和相信是实现平等对话
的前提。在课堂学习中，要实现与学生平等的对话交流，首
先要尊重学生，而尊重学生首先要相信孩子学习的能力，尊
重孩子的情感体验。

学习目标：

1、认识8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松鼠和小熊的友谊。

3、对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有一定的感受。

教学流程：

一、谈话导入：

1、每个人都会有好朋友，你和你的好朋友发生过争吵吗？有
过不愉快的事情吗？指名述说。（学生各抒己见）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两个好朋友的故事《纸船和风
筝》，谁愿意读课题。（风筝的筝要读轻声。）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初读要求：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生字；划出难读
的句子；标出自然段序号。

2、检查自学情况

（1）学生朗读时可能有困难的句子，课件出示，重点指导。

a、他想了想，就扎了一只风筝。

b、松鼠一把抓住风筝的线一看，也乐坏了。风筝上挂着一个



草莓，风筝的翅膀上写着：“祝你幸福！”

c、可是有一天，他们俩为了一件小事吵了一架。

d、过了几天，松鼠再也受不了啦。

（2）检查学生识记生字的情况。

课件出示：扎、坏、抓、莓、幸福、受、吵

具体操作：指名学生当小老师领读生字。

三、学习课文，感悟体会

1、学习1——6自然段

（1）请同学们自由读1——6自然段，然后按照——当我读到
（）时，我觉得很（），因为（）。

（2）学生交流读后的感受，随机进行第3、第5自然段的朗读
指导。

具体操作：借助课件让学生体会小熊和松鼠快乐的心情，再
指导朗读，并理解词语“乐坏了”。

（3）松鼠和小熊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引导学生小结。课件
演示过程。

师：松鼠和小熊成了好朋友，他们乐坏了，那我们就在音乐
中去体会快乐吧！挺起腰来，看谁读得最幸福、最快乐。

生在音乐伴奏下齐读1——6自然段。

过渡：纸船和风筝让松鼠和小熊成为好朋友，正当他们沉浸
在幸福和快乐中时，这快乐却没有了，因为他们吵了一架，



从此，山顶上再也看不到飘荡的风筝，小溪里在也再也看不
到漂流的纸船了。

2、学习7——11自然段

（1）这时，小熊和松鼠的心情是怎样的？到7——11自然段
中找找答案吧。

（2）汇报交流：小熊和松鼠的心情怎样？你从课文中的什么
地方感受到的？

相机指导第7自然段的朗读（读出小熊和松鼠的心情）。

指导读11自然段。

（4）（课件出示）此时此刻松鼠每放一只纸船，心里就会默
默对小熊说上一句话，他会说些什么呢？（指名说）

三、指导书写

1、仔细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找出关键笔画。（重点指
导“幸”。）

2、写好后冲写得满意的字笑一笑。

教学反思

《纸船和风筝》是一篇挺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文章以生动的
语言，向小朋友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纸船和风筝让
小松鼠和小熊成了好朋友，在清清的溪水里和蓝蓝的天空中
也留下了纸船和风筝带去的问候、祝福、谅解和浓情，真正
成了维系、发展他们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反思这节课的成败，
成功之处在以下几点：

1、重视识字写字教学，扎实地落实新课标。



新课标明确指出“识字教学应注重教给学生识字方法，力求
识用结合，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
教学情境。”在教学中教者采用多种形式，有效地突出了教
学重点。如：借助拼音读词语——开火车读生字——交流识
字方法——认识多音字巩固认字——揭示（提手旁字）的特
点，引导学生理解字义——引导书写，互相评价等，这些活
动环环相扣，整个教学活动充满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

2、以读为本，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读是理解文字、体会情感的纽带。“语文教学要回归到读上，
所有的创新都应建立在读好的基础上。”本节课堂教学充分
地体现了由读通到读出感情的训练过程，并把读通课文与读
好长句子和重点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指导到位，重点突出。
教学中抓住“乐坏了”“他们再也看不到纸船和风筝
了……”等语句，抓住矛盾，体验情境，让学生运用自读、
引读、指名读、加动作读等方法，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感
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结合具
体的语境，体会了“飘与漂”的不同含义。

3、注重语文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在教学中，我非常注重语言文字训练。课文中出现了“漂、
飘”，一个是风筝飘在空中，一个是纸船漂在水里。我抓住
这两个音同意异的字进行语文训练，出示两个句子后，让学
生自己发现问题，借机引导“飘”带风字旁和风有关，是指
飘在空中，而三点水旁的“漂”和水有关，指漂在水里，引
起学生对祖国文字的好奇和热爱，进行语文的熏陶。同时在
教学的最后环节，通过设计让学生说说“你想对小熊和松鼠
说什么？”这个问题，对学生进行口语训练，在培养学生口
语交际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对课文主要内容得到巩固。

4、互送祝福，升华情感



在课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拓展环节，让孩子
们给自己的好朋友写祝福，孩子们随着音乐把祝福的话和小
伙伴们分享，每个孩子都品尝到了得到祝福的喜悦心情，获
得了幸福。他们乐于展示自己，他们更懂得关爱别人，他们
的个性健康地发展。在互送祝福卡的时候，还有不少学生把
祝福送了我，我也很感动于他们能把我当成他们的好朋友。

但课堂总是充满了遗憾，有很多地方不太理想：

1、课堂教学设计得太满。可能出于向学生们展示一个较为完
整的教学流程，不影响完整的故事情境的考虑，我的教学安
排过于饱满，使得写字环节没能充分落实。也因此时间分配
不合理，整个教学过程显得前松后紧。

2、对于学生的回答，倾听的不够仔细，遗漏了一些精彩的课
堂生成，如在识记“句”，学生说到“词”时，没有引导学
生发现识记的特点。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二

我喜欢小纸船，因为它可以载着我的梦想驶向远方。

我做完今天的作业后，拿了一张纸就开始做纸船了，我先把
纸横着对折，然后就把封口的两角折成一个大正方形，把上
面的两个边，各向外面折，然后把口打开角和角对齐。再把
两个能动的角各向外折，第四部重复三次，第五部重复了二
次，成了一个正方形后，我把它打开了。之后就成了一艘不
合格的船，我把船中间拉出来，放进底下那个洞里，把船里
的小帆拉出来，现在只剩下立大帆了，大帆可没这么好立，
我找来牙签，小长方形纸片和胶水我先把牙签插在中间突出
的地方，用胶水把纸片贴在上面，小船就做好了。

看着我的小船，我的心里特高兴。



6我学折船

这一天，堂哥要教我折船，我非常高兴。说干就干，我马上
就找来了纸，要跟堂哥学折船。

每个步骤堂哥都教得很认真，我也学得很认真。渐渐地我就
觉得烦了，我生气地说：“折条小船而已，用得着这么麻烦
吗？要对折，又要左折右折的。我不折了，这也太辛苦
了！”堂哥慢条斯理地说：“茵，你看我的船，是不是很漂
亮呀？你想不想要一条这样的船？如果你想就要坚持下去，
我相信你一定能折到一条比我这条还好的船的！”我
说：“我想要，可是……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我每折好
一条船，你就要送我一条船。行吗？”堂哥点了一下头。过
了一会儿，我就折好了一条船，堂哥也给了我船。

我心里暗喜：真好！我自己折好一条船，就变成有两条船。
这样就是电视里常说的“一举两得”吧？今天真开心！我拥
有了20条纸船，而堂哥虽然也折了，却全都给了我！哈哈！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三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艘非常雄伟、壮观的航空母舰，是
美国最大的“罗纳德-里根”号。

船长334米，有40尖教室那么长。排水量100万吨，浮出水面
有20层楼那么高，上面可以放80架舰载飞机。你说大不大
啊!“对，让爸爸教我折纸船。”我一拍脑袋瓜，想出了一个
怪招，没想到爸爸竟然真的答应了。

啊，终于做好了!

看着自己做好了的小纸船，我高兴地叫着：“起航了，我
的‘火箭——圣杰’号。”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四

一张纸可以画出一幅美丽的画，可以写一张工整的文字，也
可以拿来包装东西，也可以印一张小报，还能折各种各样的
作品。

我先把一张正方形的白纸，对角一折，然后打开，就有十字
的痕迹。接着，我把四个叫向中心点折，折好后，打开一看，
是一个田字。我再向底线一折，变成了一小橡框。然后，我
反过来，把两边往中心折，变成了长方形，还有两只脚呢！
我再把每边的三角形往上折，在这时，我的纸才有点像船了。
最后，在顶上是三个蓬里，把两边挑开，就真正变成一条船
了，哦！我，成功了。

我把它取名“优秀”号，而这时的我仿佛坐在船上，漂游大
海中，海水“哗啦啦”地响，一阵浪花泼了过来，还让我喝
了好几口海水，好咸啊！看，海鱼在海上活跃地跳跃着。一
只只海鸥欢快地在飞翔。

一张纸能折出一个又一个纸船，让我充满了想象力。

2折纸船

今天，我叫爸爸妈妈教我折纸船，爸爸妈妈很高兴，我们就
开始折了。

首先，我把一张白纸剪成正方形，对折起来，再把两边的角
往里对折，沿着中线拉开，再对折，再拉开，再对折，然后
把两头的小三角形拉开，我的小船就折成了。为了让我的小
船更有气派，我用彩笔把小船图成了金黄色，并在小船的帆
上写上“火箭号”三个大字，为了检验小船，我马上打了一
盆水，把小船放在水上，小船真的漂起来了，我用嘴吹气，
小船还走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船就湿了，走不动了，不
过我很高兴，因为我会折小纸船了，我暗暗发誓——长大后



我一定要造一张真正的大船，接着爸爸妈妈、老师和我的朋
友在大海上翱游。

3折纸船

今天，爸爸教我折纸船。

爸爸拿出两张纸分给我一张，然后坐在茶几前告诉我仔细的
看着他折，要看清楚了。爸爸耐心的教，我认真的一步一步
地学，爸爸还不时的检察我折的合不合格，发现我有一点的
不对就帮我重新校对。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学会
了折纸船。

我学会了折纸船心里特别的高兴，赶紧又折了一只又一只美
丽的纸船，每个纸船都是我喜欢的颜色：紫色的、红色的、
黄色的、绿色的……折好后我把它们粘贴在一张大白纸上，
画上海的波浪，海鸥，十分的漂亮，我叫它水中的希望之船。

4折纸船

今天八月十五日，清晨我打开电视一看，所有的频道都在放
同样的节目，节目的名称是：甘肃舟曲，我们风雨同舟。原
来今天是纪念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同胞的哀悼日。
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降半旗表示哀悼，很多人们都来到广场
默哀，很多地方也降了半旗。10点整，很多地方都拉响了警
报，各地的人们以不同方式来纪念死去的同胞，大家都十分
悲伤。

通过电视，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舟曲，到处一塌糊涂，我也
看到四面八方敢去救援的人们，他们齐心协力，努力寻找失
踪的人们，大家都在帮助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人们。

我看了很难过，因为死去了那么多人，很多人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家园。



我找来几张白纸，央求妈妈教我折纸船，一开始妈妈很不耐
烦，认为我在玩，后来知道我做船是为了祈福用，就和我一
起来做了。

我们折了10只小船，在船上，我写满了祝福语：“舟曲加
油”！“舟曲你们一定会站起来的”“祝舟曲的小朋友天天
开心”“祝舟曲的人们早日重建家园”等等！

5折纸船

我喜欢小纸船，因为它可以载着我的梦想驶向远方。

我做完今天的作业后，拿了一张纸就开始做纸船了，我先把
纸横着对折，然后就把封口的两角折成一个大正方形，把上
面的两个边，各向外面折，然后把口打开角和角对齐。再把
两个能动的角各向外折，第四部重复三次，第五部重复了二
次，成了一个正方形后，我把它打开了。之后就成了一艘不
合格的船，我把船中间拉出来，放进底下那个洞里，把船里
的小帆拉出来，现在只剩下立大帆了，大帆可没这么好立，
我找来牙签，小长方形纸片和胶水我先把牙签插在中间突出
的地方，用胶水把纸片贴在上面，小船就做好了。

看着我的小船，我的心里特高兴。

6我学折船

这一天，堂哥要教我折船，我非常高兴。说干就干，我马上
就找来了纸，要跟堂哥学折船。

每个步骤堂哥都教得很认真，我也学得很认真。渐渐地我就
觉得烦了，我生气地说：“折条小船而已，用得着这么麻烦
吗？要对折，又要左折右折的。我不折了，这也太辛苦
了！”堂哥慢条斯理地说：“茵，你看我的船，是不是很漂
亮呀？你想不想要一条这样的船？如果你想就要坚持下去，



我相信你一定能折到一条比我这条还好的船的！”我
说：“我想要，可是……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我每折好
一条船，你就要送我一条船。行吗？”堂哥点了一下头。过
了一会儿，我就折好了一条船，堂哥也给了我船。

我心里暗喜：真好！我自己折好一条船，就变成有两条船。
这样就是电视里常说的“一举两得”吧？今天真开心！我拥
有了20条纸船，而堂哥虽然也折了，却全都给了我！哈哈！

7我折小纸船

星期六下午，我特别高兴，妈妈要教我折小纸船。

开始折小船了。首先，我把纸对折再对折，就成了一个小长
方形，然后，我又对折了几次，当我正要做下一步时，我手
忙脚乱的把纸撕了一个大洞，我抬头一看，妈妈已经快折完
了，我焦急不安，真想时光倒流把纸船做好。这时，我突然
想起来小纸船是怎么做的了。经过的一番努力下，纸船终于
折好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折好了小纸船。

通过这次折小纸船我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坚
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得到成功！

8折纸船

星期天，我和姐姐做完了作业，很无聊，就想起了折纸船。

我们先从书包里拿出几张纸，就开始开工啦。首先，我和姐
姐先把纸船对折，然后，把旁边的角折上去，接着翻开再对
折，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翻下，把两边撑开，手指在船底一顶，
一艘小纸船就做好了。

不知不觉，我和姐姐已经做了满满一篮子小纸船了。姐姐问
我说：“这些小纸船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把它们放进



水里吧。”说干就干，姐姐马上去拿了一个脸盆，装满水，
我们一起慢慢地把纸船放进去。可是，纸船在水里很快就沉
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带着疑问去问姐姐，姐姐说：“这个问题
就考考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可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
很久，终于找到了答案。

亲爱的读者，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五

今天，我叫爸爸妈妈教我折纸船，爸爸妈妈很高兴，我们就
开始折了。首先，我把一张白纸剪成正方形，对折起来，再
把两边的角往里对折，沿着中线拉开，再对折，再拉开，再
对折，然后把两头的小三角形拉开，我的小船就折成了。为
了让我的小船更有气派，我用彩笔把小船图成了金黄色，并
在小船的帆上写上“火箭号”三个大字，为了检验小船，我
马上打了一盆水，把小船放在水上，小船真的漂起来了，我
用嘴吹气，小船还走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船就湿了，走
不动了，不过我很高兴，因为我会折小纸船了，我暗暗发
誓——长大后我一定要造一张真正的大船，接着爸爸妈妈、
老师和我的朋友在大海上翱游。

幼儿园折纸鱼教案反思篇六

《折纸》这节课的重点是理解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对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也是分数加减法中的一个难
点.这节课我主要是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方法,组织学生借助
图形理解异分母分数加减的算法,在探索与交流中完成了新知
的学习,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1、教学应还给学生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让学生自主探索，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本节课紧紧围
绕教学目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请学生折纸与涂色，并在
学生的折纸与涂色中，不提任何规定性的要求，同样在学生
自己列出算式后，请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算式，结合作品图
进行估算，探索算法，讲解做法，对这些做法进行全面评析，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个学生经历
了“数学化”和“再创造”的学习探究过程，为学生的.个性
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2、本课的教学设计,关注知识,方法的形成过程

学生动手折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现加法算式,更重要的是帮
助学生借助图形直观地理解算理,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注重
让学生动手,在提出数学问题后,计算1/2+1/4,让学生结合自
己手中的正方形纸,折一折,画一画,借助直观图形理解算理,
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通过直观操作,学生就会很容
易的理解到:分数加减法,分母不相同时,要通过通分,将化成
分母相同的分数,再相加或是相减,既注重了过程与方法,又重
视了知识与技能.

本堂课也出现一些不足，如个别学生在以往的“找两个数的
公倍数，通分”知识中学习有缺漏，以后在新课前事先准备
一些旧知识，以利于新旧知识间的迁移，学生容易走进新课
堂，容易掌握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