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 天鹅的故事教学反
思(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感悟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篇一

《天鹅的故事》主要讲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
的行动感召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
反映了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文章情节感人，令
人深思，同时又能给人以启迪。语言优美，款款读来，使人
对这群可爱的鸟儿顿生喜爱之情，是一篇朗读训练的好教材。
针对文章特点，我确立本课教学重点为：凭借课文具体的语
言材料，体会天鹅勇敢、顽强、团结、拼搏的精神。教学难
点为：感悟老人对天鹅的喜爱和敬佩之情，通过情感升华激
励学生爱护动物。为了实现目标，突破重难点，我在教学本
课时，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文中三次出现了天鹅的叫声“克噜——克哩——克哩”我让
学生反复诵读，走进文本，深入文本世界中去感悟、品味和
探究，用自己的体验去创造性地填补文本的“空白点”，会
发现天鹅的每一次叫声表达的意思、情感都不一样；在引导
学生咀嚼字词句的过程中，学生自己读懂了隐藏在文字背后
的内容，提高了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

当学生读到老天鹅用自己的翅膀扑打冰面这一壮观的场面时，
我引导学生在充分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进入文本，大胆想
象，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天鹅，你亲眼目睹这么一只老天
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自己的生命在一次、两次、无数次
地扑打冰面，你会对它说些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学生纷



纷举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流露出对天鹅的敬佩之情。这样，
让学生把对文本的理解与自己的感受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
生的思维，又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使学生由文本走向生活，注重文本的价值取向。在课文将近
尾声时，我让学生设计了关于关爱鸟类的提示语，一起交流。
目的是培养学生爱护鸟类的意识，懂得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篇二

这一节课，其实我并没有向学生讲述多少内容，主要都让给
学生去说。故事的内容很简单，学生都能理解，没有必要再
在内容上花费多少时间。课文的思想意义也比较明显，学生
也懂。既然这样，就让他们自己去说就行了，我只要在关键
的地方引导他们一下就可以了。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我逐
渐尝试着让学生自己读，自己说，谈自己的体会。渐渐地，
我看到了惊喜，学生变得能说会道了，有些回答相当精彩，
他们能说得很棒，甚至能把老师没有想到的也说出来。

我让学生自读课文，说说哪些地方最能感动到自己，谈谈自
己的体会，并写上批注。学生有的`为老天鹅的奉献精神所感
动，感动于它的无私，它的不放弃，它的奋不顾身，不怕牺
牲；有的为天鹅的团结合作精神所感动，上百只，那么多天
鹅都能一起破冰，那么齐心，那么欢快，结束的时候也都听
从命令，整整齐齐，很有秩序。此刻，就顺理成章地连接到
下文，所以，猎人都被感动了，不忍心向那么可爱的天鹅开
枪，默默地离开了。在情感的熏陶下，学生的朗读也就能够
融入感情。天鹅能够这样齐心，那么人呢？学生都在座位上
自言自语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自己还经常和同学闹别扭，没
有齐心。那么有没有齐心合作的场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当
然是有的，尤其是拔河比赛的时候。由于是亲身经历，同学
们都觉得有话可说，有话要说。这一节课上，充分训练了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朗读能力。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篇三

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要以人为本，要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教学《天鹅的故事》这一课
时，我领着学生与文本对话，咀嚼字词句，感受文字背后的
内容，让学生大胆发挥想象，去理解情感，感受情感，体验
情感，从而达到感其情，悟其理，化其神。

文中三次出现了天鹅的叫声“克噜——克哩——克哩” 我让
学生反复诵读，走进文本，深入文本世界中去感悟、品味和
探究，用自己的体验去创造性地填补文本的“空白点”，会
发现天鹅的每一次叫声表达的意思、情感都不一样；在引导
学生咀嚼字词句的过程中，学生自己读懂了隐藏在文字背后
的内容，提高了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

当学生读到老天鹅用自己的翅膀扑打冰面这一壮观的场面时，
我引导学生在充分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进入文本，大胆想
象，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只天鹅，你亲眼目睹这么一只老天
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自己的生命在一次、两次、无数次
地扑打冰面，你会对它说些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学生纷
纷举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流露出对天鹅的敬佩之情。这样，
让学生把对文本的理解与自己的感受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
生的思维，又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使学生由文本走向生活，注重文本的价值取向。在课文将近
尾声时，我让学生设计了关于关爱鸟类的提示语，一起交流。
目的是培养学生爱护鸟类的.意识，懂得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篇四

《天鹅的故事》是上海市二期小学语文新教材三年级第一学
期第三单元中的一篇课文。课文讲述了一群天鹅齐心协力与
恶劣环境抗争的故事，赞扬了老天鹅奋不顾身、顽强坚韧的



品质，也写出了众天鹅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可贵精神。本篇
课文贯穿了天鹅的啼叫声，向我们展现了三幅画面：反常的
天气变化使湖面上冻，致使一群北归的天鹅陷入绝境；在危
急关头，一只老天鹅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扑打冰面，众天
鹅在它的感召下同心协力砸破冰层；最后终于摆脱了危机，
众天鹅共祝胜利。

根据二期课改精神，我制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能正确、流
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内容，联系上下文理解天鹅啼叫
含义，并读好描写天鹅动作的词句，懂得只有齐心协力才能
共度难关。介于刚跨入三年级的学生在阅读分析上尽管有了
一定的能力，但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始终处于局部的范围，这
是这一时期的薄弱环节，于是，我又相应地制定了本课的教
学重点、难点：理解天鹅啼叫含义，并读好描写天鹅动作的
词句，体会天鹅们的心情。

为了化解本课难点，我把情境教学贯穿于整堂课，让孩子们
在朗读中理解、感悟，反复轻读揣摩：文中几次写到天鹅啼
叫？天鹅为什么啼叫？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将《词句活动
室》中的想像题结合进来，让他们置身于情景之中，进行体
会。由于学生已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他们已经变成了该
情境中的`某个角色，在这样的条件下，请学生根据教师提出
的要求思考问题就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在学习老天鹅
用自己的身体撞击冰面时，教师用语言把学生带入情景，学
生想像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只天鹅，说说让你感动的场面，议
议你眼中的老天鹅，从中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描写老天鹅挺身
而出、奋不顾身、坚韧顽强的品质和天鹅群纷纷效仿，齐心
协力的可贵精神。又如，当天鹅欢快地在水面上捕食时，我
和学生们也由衷感到高兴，我趁热打铁再一次提出要
求：“‘克噜——克哩——克哩！’那一声声啼叫似乎又在
向我们传达着什么。想一想，它们会告诉我们什么呢？想一
想，把它写下来。”当学生身临其境，就能展开合理想像，
思维变得活跃，思考问题也就变得积极起来。



本课教学，我从情感入手，讲读结合，以读为主，尤其抓住
老天鹅破冰部分和天鹅群齐心协力共同破冰的场面加以重点
学习，通过抓住关键词句以及富有感情的朗读，学生感受到
课文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感，激起共鸣。

天鹅法国布封感悟篇五

新《课标》提出：语文教学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课堂里，学生是小主人，教师是引
路人。我归还学生应有的主权，有意识地让学生针对文章的
重点小节提问。如：在学习课文的第三小节时，让学生先自
己读课文，在不太理解的地方做记号。接着，让学生同桌交
流读课文和自己心中的疑问。再引导学生交流问题，并通过
各种形式的反复朗读让学生在文本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学生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看有关的媒体课件，不仅学会了抓住文
中关键的词语进行提问，还能从文中找到答案。在这一环节
中，学生对文章的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因此也为后面教学
中积累文本语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朗读犹如一串熠熠生辉的珠子将这堂课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
合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点缀，更多的是语文课的一个重要的
教学手段。学生在朗读中对文本获得初步体验，在朗读中获
得情感熏陶乃至升华为理性的思考。以朗读为基础，提高学
生对语言文字的领悟、理解能力。培养语感，激发对祖国博
大精生的语言文字的热爱。这节课的朗读形式多样，但主要
是围绕着天鹅们的三次叫声来指导。在指导学生朗读不是直
接告诉他们该怎样读，而是通过让学生体会天鹅在啼叫时的
心情，来帮助他们读好这些句子。例：第一次的叫声不是文
章的重点，因此我在设计时就配上悲伤的音乐渲染气氛，教
师范读，学生个别读、齐读很快过渡到了第二次叫声的指导。
第二次叫声的指导就重在学生的体验，我结合课文内容设计
了想像说话等环节，让学生自主地去体会天鹅们当时的心情，
学生们的朗读也是充满着干劲和激情。有了前两次的指导，
第三次胜利的欢呼声就水到渠成。我们的心在学生抑扬顿挫



的朗读中激情飞扬，同时被惊心动魄的故事场面深深地感动
了。原来语言是如此地富有魅力！

现代语文课要求教师把目光放大，以学生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在对话中实现课堂生成。在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过后，我趁
热打铁，激昂澎湃地说：“天鹅们就这样呆呆地看着老天鹅
一次次用身体扑打冰面，在沉重的撞击中，它的羽毛片片撒
落；在沉重的撞击中，它的鲜血染红了冰面。但是老天鹅没
有停下来，它要和冰面来个殊死搏斗。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
的老天鹅，你想对它说些什么？”这是很好的锻炼思维的问
题，学生在对课文的学习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将老天鹅的形
象烙印在心底，教师沿着教材的内容线索在学生的情感状态
处于高潮期时，设置这样一个展开性的问题，为学生创设可
运用自己理解、自己感受、自己评价，用自己语言叙述、想
象的空间。因此，学生思考片刻后，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观
点，流露出对天鹅的敬佩之情，并表示要向它们学习。这是
体验者以自己的情感结构、价值取向去生成自己对事物的独
特的领悟，学生通过深入地想象和思考，思维创造得以充分
发挥。

当然，这节课也有不足之处。

个别学生在朗读中将“扑打”读成“拍打”，我只是停留在
表面的纠正字音上，而没有具体分析他读错的原因。如果我
当时将“扑打”与“拍打”进行词义比较，就更能突出老天
鹅的勇敢拼搏的精神。因为“扑打”比“拍打”更有力，而
且是全力以赴。这样也能体会作者的用词准确，匠心独运！
在时间的把握上，我感觉最后十分钟左右的学习为了扣准下
课时间而显得有些仓促。总之，从这次的参赛课中，我深感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只有具备了深厚的语文素养才能在课堂中
运筹帷幄。另外，还要独具慧眼，随时捕捉学生思维的火花
相机指导，领会课文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