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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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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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绝招是练出来的，要练有用的绝招的
道理。

3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

教学难点 感受童真童趣，刻苦求知的愿望。

教具准备 字词卡片

导   学   过   程 二 次 备 课

预习提纲

能较熟练地朗读课文，解决不理解的词语。　

读一读课文，想一想几个孩子都比了哪些绝招，你最佩服谁
的绝招。

一、谈话导入课题

1、师：你们都喜欢看动画片吗？



喜欢谁啊？他有什么本领呀？

生：我喜欢……，他有……

2、师：同学们，这些都是他们的绝招。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
吧。

3、师板书课题：《绝招》，齐读

4、提问：什么叫绝招？

是一个人怎样的本领呢？能具体说说吗？

（师小结：绝招是一个人很难练成的，了不起的本领。）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过渡语：课文中有一群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绝招。想不想去看
看？那就赶快打开课文64页，自由读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
通顺，遇到难读的字词，多读几次。现在开始吧。

1、学生自由读。

2、读准下列字音：

憋气腮帮子蔫蔫铲馅

攥饺子　攥得快尴尬撇到

下巴颏　咧开　羡慕握拳

生自读——指名读——齐读

三、再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三胖、二福、小柱子等小伙伴比试绝招的故事。）

2、这些小朋友几次比绝招啊？

3、第一次三个小朋友分别表演了什么绝招啊？第二次呢？

4、用上“尴尬”和“羡慕”这两个词来说一说。

（第一次比绝招，三胖表演憋气，二福表演武术，小柱子没
有绝招，很尴尬；第二次，小柱子表演了口算，大家都很羡
慕。）

三、学习课文1-5自然段

1、第一次，小柱子为什么会这么尴尬呢？请同学们自由读一
读课文的1~5自然段，找一找小柱子表演的绝招。

2、找找三胖、二福的绝招，读一读，理解。

四、学习6-11自然段

1、小柱子蔫蔫地回家了，发生了什么呢？请同学们自由
读6~11自然段，完成填空：

小柱子刚回到家，看见奶奶正在包饺子，只见奶奶，他非常
佩服，就问奶奶，奶奶告诉他，小柱子说起刚才比绝招的事，
问奶奶，奶奶说。

2、听了奶奶的话，小柱子明白了。于是，

3、读12自然段。

1、第二次比绝招时，小柱子却得到了小伙伴的羡慕，这是为
什么呢？小伙伴们为什么羡慕小柱子呢？找一找写小柱子绝
招的句子，指导朗读，读出小柱子的自信。



2 、还能从什么地方看出小柱子绝招的“绝”？

（脱口而出、完全正确）

3、不就是口算吗？你们会吗？我来考考大家2乘以3？（等
于6）真厉害！难一点的吧。恩，18乘以21？算不出来了
吧？99乘以76就更难了，可小柱子却能脱口而出，而且准确
无误，这就是小柱子的绝招。

4、小柱子这么难的绝招是怎样练成的呢？

小提示：

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柱子（）。

夜深人静，只有星星在眨着眼睛时，小柱子（）。

每当别的小朋友在玩耍嬉戏时，小柱子（　）。

小柱子还想起在大树下的尴尬，他告诉自己，只要（），就
（）。

当他练绝招，遇到困难时，小柱子就（　）。

5、正是这份努力与坚持，小柱子才练成了令人羡慕的绝招，
谁来夸夸小柱子。加上动作试一试。

六、小结本课

同学们，小柱子因为自己的努力，一扫第一次的尴尬，练成
了人人羡慕的绝招。虽然绝招有的是先天就有的，但更多的
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才具有的本领。因此要想具有与众不同的
绝招就一定要刻苦训练，坚持不懈。只要我们肯努力，肯坚
持，相信每个人都能练成自己的绝招。



七、拓展练习

1、引导学生续编故事：下次的比赛，会是什么情景呢？展开
想象，练习写一段话。

2、想一想：生活中还有那些本领可以称得上是绝招？

3、你佩服周围谁的本领或技艺，可以问问他是怎么练成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学一学。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进入《动物，我们的朋友》主题后，孩子们带来了小乌龟。
在空余时间，孩子们经常围在小乌龟的周围去观察他。有一
次，一名孩子动手碰了碰了乌龟的背，没想到，乌龟连忙把
头缩了进去。当这孩子把这发现告诉大家时，引起了许多孩
子的关注。我及时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便对孩子
们说：“刚才，你们发现了小乌龟保护自己的方法，那么其
它的动物还有那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呢？”孩子们便开始追寻
起了动物自我保护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开展《防身
绝招》这个活动，这是在幼儿有探索欲望和经验基础的前提
下开展的，通过活动的开展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获取知识
的方式。

1、发现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几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2、萌发探索动物奥秘的兴趣。

故事录音一份。

一、引导幼儿倾听故事《隐身妙招》（以故事《隐身妙招》，
引出该课，吸引了孩子们的兴趣，感受动物防身的神奇之处）

1．师幼一起倾听故事。



2．听到了故事里有些什么动物？

3．老虎来了，小动物们都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老虎找不到
他们？（引导幼儿说说这些动物的防身妙招。这些动物用了
一种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的？）

4．结合图片观察与比较：看看枯树叶上有什么？枯叶蝶。
（原来枯叶蝶同枯树叶一模一样）草丛里有谁？青蛙（原来
绿绿的青蛙躲到了绿绿的草丛里）你们能看出蜥蜴在哪里吗？
在泥土上（蜥蜴的皮肤和泥土的颜色是一样。）所以老虎找
不到这些小动物。

二、防身绝招（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说说其他动物的防身
绝招。）

1．原来，动物们都非常聪明，除了这些动物，你知道动物还
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幼儿自由说，如变色龙、狐狸、
壁虎、乌龟、刺猬。）

2．教师小结：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啊，听说森林里的小动物每
个都有自己的防身绝招，你知道变色龙、狐狸、壁虎、黄鼠
狼自我保护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去听听小动物的介绍吧！

3.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扮演各种动物的声音：如变色龙——
变色，啦啦啦，我是神奇的变色龙，我身体的颜色能变，敌
人来了我不怕；狐狸——装死，要是我遇到敌人，我会马上
往地上一躺，来个装死，谁也不会吃掉我这只死了的狐狸
（出示负鼠，负鼠也是装死）壁虎——断尾，我是壁虎，我
遇到敌人我的尾巴会断掉，敌人就不敢碰我了。黄鼠狼——
臭气味，哈哈，我要是遇到敌人，我会发出臭气味，敌人闻
到臭气味就不敢靠近我了等等。

三、自我保护（以动物自我保护为引子，让孩子们说说自己
应该怎么保护自己。）



2.幼儿讨论、交流。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小学语文第六册的《绝招》，我将从教
材，教法和学法，教学设计，板书设计四个方面来说。

一、说教材

《绝招》这篇课文讲述了几个小伙伴之间发生的事：主人公
小柱子和小伙伴比绝招，没能取得好成绩，觉得丢脸，经奶
奶的点拔认识到绝招是可以练的，他终于下苦功夫练出了一
手绝招：口算乘数。小伙伴对小柱子十分佩服，约定暑假再
比绝招。

这篇课文富有童心童趣，小柱子的形象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
典型代表，学生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自尊，好
强，不服输。课文中还蕴含着丰富的道理：只要勤学苦练，
就能练就一身好本领；要练，就练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用的
本领。这是对科学知识、对刻苦求知的一种价值认同，这也
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

基于对教材的理解，结合本组课文的训练意图和学生实际，
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小柱子两次比绝招
前后的不同。

2、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感受童真童趣。

3、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刻苦求知的愿望。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材内容和特点，我确定本课的教学重难点。



重点：体会小柱子两次比绝招的前后不同，体会童年生活的
快乐。

难点：激发学生刻苦求知的愿望。

教学重难点的确定，我的教学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教法和
学法的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说教法和学法

1、选择教法，明确思路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以及自主合作精神，
创新精神是新课标的重要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体现三
维目标，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开放而有活
力的语文课堂。教学本课，我采用了讨论法、点拨法。虽然
学生自学课文也有自己的体会，但游离文本，脱离体验的体
会的是口号式的。需要教师适时的点拨，点拨促悟，达到学
生自悟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2、学法指导，形成能力

自读自悟，读悟结合，以读促悟，以悟生情。

抓重点词句，品读感悟，积累和丰富语言，运用语言。

3、理念指导，精心设计

抓住语文本文，体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引导学生学习
语言，发展语言是阅读教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教学中力求达
到在赏析语言中感受刻苦求知的道理，在感悟刻苦求知中习
得语言，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遵循阅读教学的规律，重视体验和感悟。新课标明确提出：
阅读时学生个性化行为，不能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



读实践。应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
会，有所感悟和思考。

三、说教学设计

在以上理念的指导下，力求通过教学环节的精心设计，达成
三维目标，促进学生发展。所以，我设计了这样流程。

创设情境，导入课文 （这个环节主要是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整体把握，梳理脉络（这个环节设计符合学生先整体感知的
阅读心理。）

导读赏析，品味语言（在这个环节中，带领学生明白小柱子
两次比绝招前后的不同，体会小柱子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从
感悟到刻苦求知的愿望。）

回归整体，升华情感。

根据以上教学流程，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的。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喜欢看动画片吗？你们都喜欢动画片中的谁？他们都
有什么本领？

根据学生的回答，我来小结：同学们，这都是他们的绝招。
你知道什么是绝招吗？

【如此导入，学生的听觉、思维、想象都被调动起来，激发
了学生学文的兴趣。】

2、整体感知，梳理脉络

你想看看其他人的绝招吗？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中的一群小



朋友也有自己的绝招。赶快打开课文去看看吧。主意，要把
课文中的生字读正确，课文读通顺。遇到难读的句子多读几
次。

同学们读的真认真，这里有几个词语很难读，谁来试试？

【三年级，虽然向阅读教学过渡，但字词教学还是占主要成
分。】

真了不起，这么长的文章竟然读成一句话。

3、导读赏析，品味语言

第一次比绝招时，小柱子为什么觉得尴尬？请同学们自由
读1-5自然段，从中找找答案。

学生可能会回答：大家都有绝招，可是小柱子没有。

小柱子觉得自己没有绝招，太丢脸了。

小柱子表演了靠树的倒立，结果二福立刻还他个不靠树的倒
立。

课文中是怎么写的？

二福立刻还他个不靠树的倒立。

学生练读。指名读。

你为什么把立刻读得这么响呀？

二福能够立刻还，说明二福很厉害。

立刻能够说明小柱子尴尬的程度很深。



谁再来读读。

还有其他原因吗？

唯独他，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憋的时间比别人长两倍。

他站起身，刚来一个空翻，伙伴们就叫起好来。

你喜欢谁的绝招，你就练那个句子。

生自由练习。

多厉害的绝招呀。了不起的二福。如果你们在场，你会怎么
夸夸他们俩呢？

学生说话练习。

太丢人了，低下头撒开腿跑了。

他蔫蔫地回了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合作读读吧。

他回到家，看到奶奶正在包饺子，只见奶奶——————。
他非常佩服，就问奶奶：————————。奶奶告诉
他，————————。小柱子说起刚才比绝招的事，问奶
奶————————。奶奶说，———————。

听了奶奶的话，小柱子明白了什么？（学生可能会回答：）

于是，——（出示第12自然段）

生齐读。

生默读1分钟。

因为小柱子练成了很厉害的绝招。



你从哪句知道他的绝招？生读小柱子的话。

谁来当当自信的小柱子。让我们一起来当当小柱子。

还有哪里也可以看出来呢。

不就是口算吗？你们会吗？我来考考大家。2乘以3——

哇，脱口而出，真厉害！难一点的吧。恩……18乘以21？

算不出来了吧。99乘以76不就是更难了，可小柱子却能脱口
而出，而且准确无误，这就是小柱子的绝招！

这么难的绝招，小柱子是怎样练成的呢？

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小柱子——

夜深人静，只有星星在眨着眼睛时，小柱子——

每当别的小朋友在尽情玩耍嬉戏时，小柱子——

当他练绝招遇到困难时，小柱子——

正是这份努力与坚持，小柱子才练就了令人羡慕的绝招。谁
来夸夸小柱子

四、回归整体，课外延伸

绝招，除了个别是天生的以外，大部分，还是靠坚持不懈、
刻苦努力地练出来的。

我们也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只要我们肯努力，坚持不
懈，就一定能练成自己的绝招！

板书设计             



16　绝招

三胖　憋气时间长　先天禀赋

二福　武术刻苦训练、坚持不懈

小柱子乘法努力学习、刻苦求知

勤学出“绝招”

本课的板书设计，从直观上看一目了然，却概括了本节课的
内容，辅助了教学，达成了三维目标。

总之，这节课，我以疑为线索，以思维核心，以拓宽创新精
神为本，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把时间放给学生，培养学
生独立钻研，自主学习的习惯，使学生由乐学到学会，最终
达到会学会用。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1、发现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几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2、萌发探索动物奥秘的兴趣。

1、各种动物图片。

2、幼儿活动材料第三册第25—26页《防身绝招》。

一、隐身妙招。

1、教师讲述简短的故事《隐身妙招》

2、提问：小朋友们听到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呀？（枯叶蝶、
青蛙、蜥蜴、老虎.......）



对了故事里有xx、xx......

3、引导幼儿说说这些动物的防身妙招。

为什么老虎找不到它们？这些动物用了一种什么方法来保护
自己的？

——幼儿回答：（躲起来，对了它们都躲起来隐身。因为它
们身上的衣服和周围环境的颜色很像。让自己身上的颜色变
得与周围环境接近，把自己躲起来，让老虎发现不了自己。）

4、结合图片观察与比较：草丛里有谁？青蛙（原来绿绿的青
蛙躲到了绿绿的草丛里）

二、防身绝招。

1、原来，动物们都非常聪明，除了这些动物，你知道动物还
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幼儿自由说，如乌龟、刺
猬.......教师小结。）

2、小朋友知道的可真多啊，听说森林里的小动物每个都有自
己的防身绝招，你知道变色龙、狐狸、壁虎、黄鼠狼自我保
护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去听听小动物的介绍吧！

如变色龙——变色，啦啦啦，我是神奇的变色龙，我身体的
颜色能变，敌人来了我不怕，

狐狸——装死，要是我遇到敌人，我会马上往地上一躺，来
个装死，谁也不会吃掉我这只死了的狐狸（出示活动手册中
的负鼠，负鼠也是装死）

壁虎——断尾，黄鼠狼——臭气味，等等。

三、自我保护。



1、教师出示各种动物图片，幼儿回答是谁？是用什么方法保
护自己的？

2、动物们都有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来躲过危险，那我们小朋友
在活动、游戏中，是怎样保护好自己的？——幼儿讨论、交
流。

3、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些动物的防身绝招和保护自己的方法，
相信我们会变更聪明。

绝招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1、发现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几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2、萌发探索动物奥秘的兴趣。

故事《隐身妙招》。

一、引导幼儿倾听故事《隐身妙招》。

1、师幼一起倾听故事。

2、教师：听到了故事里有些什么动物？

教师结合孩子的回答小结：故事里有大老虎、枯叶蝶，蜥蜴，
青蛙。

3、教师：老虎来了，小动物们都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老虎
找不到他们？（引导幼儿说说这些动物的防身妙招。这些动
物用了一种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幼儿回答：躲起
来。

教师小结：对了，它们都躲起来，隐身。因为它们身上的衣
服和周围环境的颜色很像。让自己身上的颜色变得与周围环



境接近，把自己躲起来，让老虎发现不了自己。）

4、结合图片观察与比较：看看枯树叶上有什么？枯叶蝶。
（原来枯叶蝶同枯树叶一模一样）草丛里有谁？青蛙（原来
绿绿的青蛙躲到了绿绿的草丛里）你们能看出蜥蜴在哪里吗？
在泥土上（蜥蜴的皮肤和泥土的颜色是一样。）所以老虎找
不到这些小动物。

二、防身绝招。

1、教师：原来，动物们都非常聪明，除了这些动物，你知道
动物还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幼儿自由说，如变色龙、
狐狸、壁虎、乌龟、刺猬。）

2、教师小结：小朋友知道的可真多啊，听说森林里的小动物
每个都有自己的防身绝招，你知道变色龙、狐狸、壁虎、黄
鼠狼自我保护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去听听小动物的介绍吧！

教师：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扮演各种动物的声音：如变色
龙——变色，啦啦啦，我是神奇的变色龙，我身体的颜色能
变，敌人来了我不怕；狐狸——装死，要是我遇到敌人，我
会马上往地上一躺，来个装死，谁也不会吃掉我这只死了的
狐狸（出示负鼠，负鼠也是装死）壁虎——断尾，我是壁虎，
我遇到敌人我的尾巴会断掉，敌人就不敢碰我了。黄鼠
狼——臭气味，哈哈，我要是遇到敌人，我会发出臭气味，
敌人闻到臭气味就不敢靠近我了等等。

小结：小动物们很聪明的，想了许多办法来保护自己，有的-
---有的----等。它们真是能干的小动物。

3、游戏：对错。

三、自我保护。



1、教师：动物们都有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来躲过危险，那我们
小朋友在活动、游戏中，是怎样保护好自己的？——幼儿讨
论、交流。

2、教师：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些动物的防身绝招和保护自己的
方法，相信我们会变的更聪明。在活动、游戏中，学会用正
确的方法保护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