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 夜莺
之歌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我一直欣赏这样一种说法，一堂好的阅读课应该是书声琅琅，
议论纷纷，情意浓浓。我更欣赏这样一种理念：一堂成功的
阅读课应该让语文学习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关，应该从
情感深处激发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生命激情，让课堂
短短的四十分钟成为师生共同度过的美好的生命时光；让短
短的一节课留给学生是无尽的回味，带给学生深远的影响。
这是我渴盼达到的语文教学的理想境界。

在《夜莺之歌》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我努力做到了以下几点：

1．巧选突破点，提出重点问题。这是改变一问一答式课堂教
学现状的有效方法。这篇文章我从文章的题目切入，选择研究
“小夜莺这个人物是一个怎样的人”为突破点，然后紧扣这
个重点问题，引导学生从分析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外
貌几个方面来读懂一个人，并且指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揣摩小
夜莺的心理活动，深入体会“小夜莺”机智、勇敢的品质和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2．以读为本，读中感悟。学生找出了重点句子，我主要采取
的就是以读促讲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朗读呈现人物形象，
感悟小夜莺的思想品质；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作者的情怀，
领悟文章内涵，让学生通过朗读，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而使主体得到体现，创造性得到发挥。特别是我



抓住了小夜莺骂德国鬼子“野兽来了！”一句，这段话是文
章的精华所在，孩子表面装作天真无知，实际上是当着敌人
的面咒骂敌人是野兽，充分表现了“小夜莺”机智勇敢的品
质和憎恨敌人的感情。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小英雄的形象
深深地印在学生的心里。

3．课外延伸，训练写的能力。课文的最后一段与第一段前后
呼应，写小夜莺又重新坐在小河旁，等待着敌人。在这教学
这里时，我先让学生展开想象：此时此刻的小夜莺在想些什
么，让学生在学习课文之后，再一次走进小英雄的内心世界，
激发向“小夜莺”学习的思想感情。然后又让学生展开想像：
第二天小夜莺坐在河沟边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并续写出来。
这样的教学让读写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在写到德国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时，“夜莺的歌声
打破了夏日的沉寂”，这歌声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用一股新
的劲头唱起来”这里的“歌声”是小男孩有意吸引敌人的注
意接着，在小男孩给敌人带路时，他“有时候学夜莺唱，有
时学杜鹃叫”，似乎把身边的军官给忘了，取得了敌人的信
任，为游击队巧送情报，为后面把敌人领入埋伏圈作伏笔在
小男孩把敌人引到树林深处，进入游击队的埋伏圈时，“夜
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继而“夜莺的叫声停止了”，“接着
传来两声杜鹃叫”，游击队员们知道其中的意思于是，游击
队员向德国兵开火，不多时，全部歼灭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这里表现出小男孩为协助游击队歼灭敌人，冒着生命危险把
敌人领进埋伏圈，突出了他机智勇敢的精神最后，小男孩完
成了任务，又坐在河边执行新的任务，“嘴里飞出宛转的夜
莺的歌声”，生动地表现出他胜利后的喜悦。

考虑课文第一自然段为环境描写，我利用当时的军侵略苏联
的一张图片引入，让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对德军侵略行为的痛
恨之情，为学习全文铺下感情基调我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位



在理解“小夜莺”的言行通过“读——画——思——议——
谈”体会人物的品质与思想感情当学生抓住：“孩子有时候
学夜莺唱，有时候学杜鹃叫，胳膊一甩一甩地打路旁的树枝，
或者弯下腰去拾球果，或者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他好像把跟在
身边的敌人完全忘了”我设计“孩子有时候学夜莺唱，其实；
有时候学杜鹃叫，其实；打树枝，拾球果，踢球果，其
实_____”既帮助学生深入体会小夜莺言行，又理解了第二部
分的内容，达到长文短讲的目的。

课堂上给学生充分地独立学习、思考的时间，在学生默读、
划批的基础上，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然后全班交流，鼓励他
们谈理解说体会课件的设计配合学生的学习进程。

四、我在课文问题的设计上，如能更放手让孩子自由表达自
己的看法，会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堂上我设计小夜
莺是怎样一步步迷惑敌人的，来引领学生学习这样虽然学生
在在理解、交流时可能更容易谈出自己的看法，对小夜莺的
言行理解可能会更透彻但可能束缚了孩子更广阔的思维。

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本节课的教学流程主要设计为四个环节：第一，比较课题导
入新课；第二，检测预习检查反馈；第三，初读课文，概述
故事的主要情节；第四，学习课文第一部分（1——19小节），
品味小夜莺与德国军官的对话，体会小夜莺的机智勇敢。

总的来讲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第一环节比较《小英雄雨来》《狼牙
山五壮士》《夜莺之歌》的课题，大部分学生存在困难，当
时应指导他们从“小英雄”和“壮士”来进行比较，从而知
道前两个题目的共同点是课题中含有作者对英雄人物的评价。
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预习成果反馈时关于“蔑”字的写法，



学生一时想不出较好的记忆字形的方法时我适时提供了一个
方法“戍”字头上四根草，此时还不如让学生当场书写几遍
或许效果会更好。第三个环节概述故事的`主要情节时共的时
间过长，学生在文章结构还没有理清楚时可以采用画情节曲
线来把握故事的情节，同时厘清歌声出现的次数，抓住文章
的线索——歌声，这样应该会更加高效。本来预设利用表格
的提示来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后再利用情节曲线总结，可在
课堂上在指导如何分段这个点上花了较多的时间，边画情节
曲线进行小结便省略掉了。小组合作学习第一部分这个环节
里，学生能充分学习的自主性，围绕“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小夜莺的机智勇敢”这个主要问题进行探究。小组交流时都
能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时间不够充分，
展示交流的小组不多，学生觉得有点扫兴。在教师方面，我
应该在进行交流的时候适时地指导朗读，同时还应该在小结
时点出表达的特点，或动作或神态或语言等。这样可以让学
生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过程中加深理解，同时又积累语言
获得知识。

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夜莺之歌》一文叙述了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男孩子
协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故事，充分表现了少
年儿童的机智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我在教学这一课时，抓住了课文中五处写到的“夜莺的歌
声”，突出地反映了男孩的机智勇敢、不畏强敌的品质。我
让学生紧扣“歌”字来读课文。

，“夜莺的歌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这歌声停了一会儿，
接着又用一股新的劲头唱起来。”这里的“歌声”是小男孩
有意吸引敌人的注意。接着，在小男孩给敌人带路时，
他“有时候学夜莺唱，有时学杜鹃叫”，似乎把身边的军官
给忘了，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为游击队巧送情报，为后面把
敌人领入埋伏圈作伏笔。在小男孩把敌人引到树林深处，进



入游击队的埋伏圈时，“夜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继
而“夜莺的叫声停止了”，“接着传来两声杜鹃叫”，游击
队员们知道其中的意思。于是，游击队员向德国兵开火，不
多时，全部歼灭了敌人，取得了胜利。这里表现出小男孩为
协助游击队歼灭敌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领进埋伏圈，突
出了他机智勇敢的精神。最后，小男孩完成了任务，又坐在
河边执行新的任务，“嘴里飞出宛转的夜莺的歌声”，生动
地表现出他胜利后的喜悦。

考虑课文第一自然段为环境描写，我利用当时的军侵略苏联
的一张图片引入，让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对德军侵略行为的痛
恨之情，为学习全文铺下感情基调。我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
位在理解“小夜莺”的言行。通过“读——画——思——
议——谈”体会人物的品质与思想感情。当学生抓住：“孩
子有时候学夜莺唱，有时候学杜鹃叫，胳膊一甩一甩地打路
旁的树枝，或者弯下腰去拾球果，或者用脚把球果踢起来。
他好像把跟在身边的敌人完全忘了。”我设计“孩子有时候
学夜莺唱，其实；有时候学杜鹃叫，其实；打树枝，拾球果，
踢球果，其实。”既帮助学生深入体会小夜莺言行，又理解
了第二部分的内容，达到长文短讲的目的。

课堂上给学生充分地独立学习、思考的时间，在学生默读、
划批的基础上，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然后全班交流，鼓励他
们谈理解说体会。课件的设计配合学生的学习进程。

四、我在课文问题的设计上，如能更放手让孩子自由表达自
己的看法，会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堂上我设计小
夜莺是怎样一步步迷惑敌人的，来引领学生学习。这样虽然
学生在在理解、交流时可能更容易谈出自己的看法，对小夜
莺的言行理解可能会更透彻。但可能束缚了孩子更广阔的思
维。



夜莺之歌简单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应学校里的安排以及自身发展的需求，我执教了一节公开
课——《夜莺之歌》。这一篇课文篇幅很长，要让学生在短
短的40分钟里读懂、读透、读出味道、读有所悟、读有所获，
实属难事。

自从接手任务始，我惶惶不可终日，使出浑身的解数一遍又
一遍的研读课文，一次又一次的走进文本、走进小夜莺的内
心世界，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收
获。

精心打造的一节课就在我眉飞色舞、激情澎湃的演说中，沙
场点兵式的调度中，紧锣密鼓的问题设计中，见缝插针的引
导中结束了。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有牵着学生鼻子走之嫌、
有越俎代庖之嫌，真是过犹不及。

课后，引发了我如下思考：

课堂上，为了让整堂课丰满有实效，我设计了很多的教学内
容，为了展示完毕，不得不缩短并一再压缩学生思考的时间，
因为学生感悟不够，体会不深，课堂推进举步维艰，到最后
不得不蜻蜓点水，草草收尾。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应该
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还学生学习的主动权，而不是老师牵着
学生的鼻子走，学生只是课堂的摆设。我不敢轻易大胆放手
的原因，当然与设计内容过多唯恐不面面俱到而导致时间不
够有关系，但更关键的是担心自己的课堂调控以及驾驭课堂
的能力。一旦放手，课堂上偶发致使尴尬的场景很难欲设，
因此也便错过了生成的精彩。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大胆放手，
给学生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给学生一方自由思索的沃土！

这一篇课文时代久远，收集资料服务于课堂教学这是每一位
有课程意识的老师的必选。苏联卫国战争的资料汗牛充栋，
哪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需要根据教学的需要。在这课中，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与我们年龄相仿
的小夜莺，一次又一次的把敌人送进了埋伏圈？通过读课文
让学生体会，学生感受不深，即便有所悟也是牵强附会，我
恰当的引入一段卫国战争中苏联受到惨重危害的资料，以触
目惊心的数据向学生展示了德国法西斯的无耻与残暴，使学
生进一步感悟到是小夜莺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鼓舞着他
如是做。这样在无形中深化了主题，进一步澄清了学生的认
识。

课堂教学非一旦一夕之功，要想打造精品课堂，教师要耐得
住寂寞、经得起磨练，大胆取舍，敢于创新。当面对家长和
学生时，问心无愧；当面对领导和自己时，无愧于心；当面
对同事时，理直气壮而不是理屈词穷，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