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 松鼠教学反思
(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篇一

我的这则教学设计努力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
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中获取知识，
形成能力。

一、尊重孩子的个性，尊重孩子和情感体验。这节课在识字
教学环节中，让孩子自愿当小老师，教识字方法。朗读时，
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去朗读。

二、巧设游戏。在识字这个很枯燥的环节中，设计与本课内
容有关的摘松果的巩固生字游戏，既给学生带来了活力，又
使学生掌握了生字。

三、巧妙设疑，激活思维。在提问“他们吃什么呢？到哪儿
去住呢？”时，让学生去思考，又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认识
到松鼠没地方住了，没东西吃了，体会到着急，担心，害怕
的情感，再带着这种情感读文。

但我的设计内容过多，无法完成教学；重点过多，无法兼顾。
合作学习能力还需努力培养。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松鼠和松果》教学反思



《松鼠和松果》这篇课文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浓浓的童趣。
它以一只可爱的小松鼠的行为告诉孩子们植树造林、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的主要任务是识字与写字，因此，我在备
课时主要抓住对于识字方法的引导。学生接触识字方法便是
从本学期开始，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等方法学生接触起
来也比较有意思。在本课中我主要是通过识字来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我主要设计了以下环节：

在导入环节中，通过引入本节课的一位新朋友—小松鼠，让
小松鼠和大家一起学习。

“走近角色”这点我觉得孩子们学得很轻松，课前做了几张
幻灯片，课一开始就亮出可爱的小松鼠，让孩子跟他打打招
呼，让学生接近松鼠这个角色，拉近距离和松鼠有一定的情
感，从而有话要说。学生在小松鼠的带领下开始本节课识字、
写字、朗读的学习。

学生在识字这一环节中，主要是通过识字方法对学生进行引
导，通过简单的方法学生完成识记生字的任务。

初次接触低年级的精读课文教学，感觉本节课还存在很多不
足：

首先，学生朗读还需要重视。一年级学生在朗读时存在唱读
的行为，朗读时拖长音的现象也较为明显。而从低年级起，
学生各项能力都必须锻炼，都需要加强培养。低年级学生是
可塑性很强的，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需要教师进行塑造。

其次，识字方法还有待于改进。识字不应该单纯的识字，随
文识字学生接触起来会更形象、更生动，学生的各种能力也
都能够锻炼。优秀的课堂，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学生才是
学习中的主体。因此，在教学中，还应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



的意识。

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而教师的任务，便是
抓住他们的特点，培养他们的兴趣，促进他们的提高。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每个孩子的潜力都是无限的，让他们
在自己的天空中绽放属于他们的精彩吧！

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篇二

《跑进家来的松鼠》是一篇略读课文，写的是一只松鼠跑进
我们家后，在我们家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趣事：松鼠千方百
计地“贮存冬粮”，把糖、面包皮什么的叼到大柜顶上；我
们采来的一篮子鲜蘑菇，松鼠忙活了一个早晨把它们全晾上
了；天冷了，松鼠把手套、头巾等东西叼到烟囱里，给自己
垫窝。作者以儿童的视角观察这只跑进家来的松鼠，用充满
童趣的笔触描写松鼠的习性。学习这篇课文在读懂课文内容
的同时，感悟松鼠的可爱，体会作者对松鼠的喜爱之情，领
悟作者通过具体事例来表达喜爱之情的方法。

教学这课很轻松，也有收获。

1、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作者对松鼠的喜爱之情。

2、揣摩作者的表达方法。

第一个提示告诉学生如何阅读，

第二个提示解决从哪些方面进行交流展示的问题。学生一目
了然，很好操作。

教学中，我充分引导学生抓住对课文重点词句的品味，体会
作者对松鼠的喜爱之情，并揣摩作者是如何把这种喜爱之情
表达出来的。通过认真品读学生从“跳”“蹭”“咬”这几
个动词体会出了松鼠的可爱灵活，作者和小松鼠的关系像亲



密的朋友。感受到了作者对它的喜爱。从爸爸的话里我知道
他们已经把松鼠看成家里的一员，和他们融为一体，由此可
见他们对松鼠的喜爱不同一般。从“空落落”可以看出作者
一家因喜爱松鼠而舍不得它走！

通过品读学生明白了作者是通过松鼠在“我”家的几件有趣
的事来反映松鼠的可爱，表达作者对松鼠的喜爱之情的，这
种喜爱之情是隐藏在松鼠的一举一动，家人的一言一行之中
的。

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篇三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城关第一小学　李文君

《松鼠》是一篇描写动物的课文，语言生动，内容浅显易懂，
介绍了松鼠的外形和

它的生活习性，表达了对动物的喜爱之情。因而在上课前，
我采用猜谜语的方式导入，来调动学生的学习性趣，让学生
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学轨道上来。通过看课文动画，加深了学
生对松鼠的影印象，再有感情地齐读课文，让学生能够从整
体入手，理清文章思路，然后在讨论的基础上，让学生同时
明白了文章是从外形、生活习性这两方面给我们介绍松鼠的，
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概括能力。

在学习松鼠外形的美丽的过程中，我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让学
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来感受松鼠的美丽。如果能够对照松鼠
的图片，让学生体会它的外形的美丽可爱，可能会效果更佳。
在学习松鼠是怎样活动的内容时通过观看了松鼠活动情景的
动画，再次让学生体会到了松鼠的可爱。在学习松鼠搭窝这
部分内容时，让学生划出课文中表示顺序的词，鼓励学生用
这些词说一句话，这样既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并能让学生
学以致用。通过复述塔窝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的口斗表达
那能力。学习最后一段时，让学生自读自悟。我问：“你从



中知道了什么？”学生把知道的踊跃表达，培养了学生获取
知识的能力。最后让学生进行小练笔。

总之，我觉得还有许多不到之处，比如抓重点词语方面把握
的不太好，学生回答完问题应该注意适当的引导。如果让学
生课前再搜集一些有关松鼠的资料，对松鼠会有更深刻的了
解，也许效果会更佳。希望各位老师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指导我今后的工作。

五年级语文上册《松鼠》教学反思

兴庆区上前城小学   赵淑梅

教学本课前，我先布置学生搜集相关资料，了解作者和松鼠
的有关知识，课堂上我又利用媒体资源组织学生观看有关松
鼠的图片，丰富了学生对松鼠的认识。学习课文前让学生认
真读课文之前的阅读提示，再按阅读要求自主阅读。这样学
生在熟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了解作者是从那几个方
面介绍松树的，从而体会作者对松鼠的喜爱之情。在感悟、
理解课文之后我又引导学生画出自己最喜欢的句段，说说喜
欢的原因，从中体会作者语言的生动形象，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欣赏能力。

兰陵中学 杨蓓丽

《松鼠》是一篇文质俱佳的文艺性说明文，在教学时我将体
会本文抓住事物特点生动说明的方法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
上再带领学生学习如何生动说明事物的方法。在教学时，我
也采用了这样的思路。教学开始，我先由松鼠视频导入，让
学生自己动笔先介绍一下他们在短篇中所看到的松鼠，然后
再引入布丰的《松鼠》，重点是将课文中生动介绍外貌、动
作的语句与学生自己所写的片断进行比较，从中寻找自身语
言的不足，归纳课文语言的生动之处。最后，运用所学方法
为大熊猫拟一段介绍词。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教案，是出于两方面考虑的。第一，教学
环节当然服务于教学目标。因为本文的教学目标我设定为学
习本文生动说明的方法，针对这一教学重点我采用通过自身
片断与课文比较的方法，这样就让学生直观的感受课文生动
的语言。第二，《松鼠》这篇课文是一篇内容浅显易懂的课
文，并且不少优秀的老师也都以这篇课文开过公开课。当时
备课的时候就一直在思索，如何能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或方法
同样不折不扣地完成教学目标。之前较常用的方法就是将课
文语言与辞海的松鼠词条作比较，当然这是很好的方法。因
为相对于辞海中简洁、科学性强的语言特点，课文语言与其
是有天壤之别的。学生自然是能很容易发现文中生动地说明
语言。可是难道就没有别的途径了么，于是我就想到了将学
生作文与课文比较的方法，我想由自己的内容与课文比较，
不仅扩大了学生的参与面，而且更能让学生切身的感受到自
己在写作中的不足，从而对症下药。

这些是我在之前备课中的想法，在整堂课的教授过程中也较
好的完成了预设的教学目标，但是课后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
不足之处。例如最后一个练习的板块，或许应该再回到课堂
开头的那个松鼠片断练习，不妨让学生根据所学再对自己的
松鼠片断进行修改，这样不仅能达到练习的效果，而且再次
利用的课堂资源，这节课的板块就将更加紧凑了。

很感谢这次对外开课的机会，通过这次开课，我的确成长了
不少，从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创新，用新瓶装陈酒，也许能
得到更好的收益。

我在教学《松鼠》这篇说明文时，在学生读文之后，研究课
文分为几部分，抓住主要内容对课文进行概括，说出每部分
内容，并讲出自己这样分的理由，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最
后加以总结，得出写了松鼠的外形和生活习性，具体到生活
习性又可发分细分为：它的生活、住所和吃食。接着，抓住
本文重点部分，了解松鼠的外形是如何地美丽和可爱，如何
地讨人喜欢，通过读，让学生知道该段由几句话构成，并围



绕哪一句话来写的，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词语，并说出理由，
这样学生便会感到由总到分或是由整体到局部的写法，加上
教师加以引导，让学生在写作上学到怎样把一件事物描写具
体的写作方法，由总到分。这样，对学生进行说明文习作训
练大有裨益！

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篇四

授课最后，我设计了一个思维拓展。练习表达的环节：

１、作者向我们准确、生动地介绍了松鼠的.特征及生活习性，
除了文章中介绍的松鼠特点外，你知道松鼠还有哪些特点吗？
请你补充课外资料。

２、假如你是一只可爱的小松鼠，你该如何介绍自己呢？学
生很感兴趣，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掌
握。

部编版松鼠教学反思篇五

《松鼠》是一篇描写动物的课文，介绍了松鼠的外形和它的
生活习性，表达了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其中，课文第三自然
段从“住”这方面介绍了松鼠的生活习性。教学中，我是这
样设计的： a指名介绍松鼠是怎样搭窝的。 b从中画也表示时间
先后顺序的词语，体会这段话是按照事物的先后顺序来介绍
松鼠搭窝的， c从这一自然段，你体会到松鼠的什么？ d指导感
情朗读。 教学后，我发现学生还不大能够抓住重点词句体会
松鼠做事聪明、认真的特点。如果我先引导学生齐读重点句子
“它们带着儿女住在里边又暖和又安全”，接着让学生找一
找哪些词句可以看出这窝搭得暖和又安全，然后请学生谈谈
对松鼠的感受，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学生抓住重点句能够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而体会动物的可爱，激发对动
物的喜爱之情。



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培养学生查找和搜集资料的能力，
我设计了交流资料这一环节，来丰富学生的知识，使课内课
外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在初读课文的基础后，让学生说一说
对松鼠的印象，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整体感知，并初步培养学
生的概括能力，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体现
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文体”，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
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和理解课文内容，我设计
了不同的形式来引导学生体会， 1 、个人思考到教师小结—
让学生先读松鼠外形的部分，然后出示课件填空，教师进行
对本段小结，使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的写作手法。 2 、找时
间词，加以运用 ———让学生划出课文中的表示顺序的词，
并出示顺序词，鼓励学生运用这些词说一段话，可以同桌试
说，再在班上说。这样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能让学生学以
致用。为了把学生的认识与创造结合起来，我设计了采访，
表演这一环节，使学生体会交流、合作的快乐，并加深对课
文的感悟，犹如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提高了语文素养。

《松鼠》是一篇描写动物的课文，语言生动，内容浅显易懂，
描写松鼠的外形和它的生活习性，表达了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为了培养学生查找和搜集资料的能力，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使课内课外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在初读课文的基础后，让学
生说一说对松鼠的印象，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整体感知，并初
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
体现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文体”，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
性，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和理解课文内容。

1、外形特点：

先布置学生画松鼠，用一两句话介绍松鼠的外形，然后让学
生看图说一说松鼠的外形，使学生的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松鼠
形象，懂得介绍动物外形要按一定的顺序。

2、生活习性



松鼠的生活习性包括三个方面，我让学生自由选择最喜欢的
一方面来学习，再结合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松鼠
的可爱。

上完这堂课，我觉得有许多不足之处，松鼠活动这一环节，
学生通过自学能找出松鼠活动的三种情况，应让学生说说画
面的内容，训练他们口头表达能力。学生欣赏动物前，如能
引导学生解读（观察、说、想象）使学生对动物有了初步的
了解，也许效果会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