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 小蜗牛教学反
思(优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一

《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
并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
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
效率。”本节课我本着这一原则，在教学中把歌曲、图画及
角色朗读有效地融入到其中，使学生在欢快的音乐、美丽的
图画和丰富的想象中学习知识，了解自然，让语文课堂变得
丰富多彩，提高了学习效率。

是由于时间安排不太恰当，模仿练习对话环节显得仓促，学
生说得不充分。

利用午自习补救一下，让学生的模仿练习对话，更完整，说
的更充分些。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
并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学生在不同
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
效率。”本节课我本着这一原则，在教学中把歌曲、图画及
角色朗读有效地融入到其中，使学生在欢快的音乐、美丽的
图画和丰富的想象中学习知识，了解自然，让语文课堂变得
丰富多彩，提高了学习效率。



是由于时间安排不太恰当，模仿练习对话环节显得仓促，学
生说得不充分。

利用午自习补救一下，让学生的模仿练习对话，更完整，说
的更充分些。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三

中班语言优秀教案《懒懒的小蜗牛》含反思适用于中班的语
言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自然、大方、连
贯的讲述，引导幼儿运用连贯、完整的语言讲述图片情节，
并运用合理的想象来发现角色的心理变化，引导幼儿对图片
进行创造性排列并讲述，培养幼儿的逻辑思维和求异思维，
快来看看幼儿园中班语言优秀《懒懒的小蜗牛》含反思教案
吧。

1、引导幼儿运用连贯、完整的语言讲述图片情节，并运用合
理的想象来发现角色的心理变化。

2、锻炼幼儿能在集体面前自然、大方、连贯的讲述。

3、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列并讲述，培养幼儿的逻辑
思维和求异思维。

4、领会故事《懒懒的小蜗牛》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理解故事内容，丰富相关词汇。

大挂图、每组一套故事图片、音乐磁带。

一、谜语导入，引起兴趣。

1、谜语：头上两对小触角，背上一座小房子；任你怨它走的
慢，悠悠闲闲从不急。（蜗牛）



二、观察图片，进行讲述。

1、出示挂图，引导幼儿进行观察：

你看到了什么？（有小蜗牛、小乌龟、小蜗牛掉进水里了、
小乌龟背着小蜗牛。）

2、鼓励幼儿大胆的讲述。

三、发散思维。

1、通过观察图片，提问：

小蜗牛为什么睡了？（累了，不舒服……）

蜗牛是怎么想的？会怎么做？

（爬到小乌龟背上多省劲呀，看风景，很舒服……）

2、小乌龟睡醒没有看到小蜗牛，它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
这时小蜗牛又在做什么？

3、如果小蜗牛没有爬到小乌龟背上，而是它们比赛又会怎样
呢？（小蜗牛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小蜗牛自己不怕累，爬
到了前面。）

4、通过观察图片你还想到了什么？（它们俩去洗澡，是好朋
友。）

四、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序、讨论，并进行讲述。

1、幼儿观察图片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讨论，最后排序。

2、大家根据排列顺序进行讲述并为故事取名字。



3、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到前面给全体幼儿进行讲述。

五、教师小结。

通过这件事情，小蜗牛觉得很惭愧，它决心向勤劳的小乌龟、
小蜜蜂学习，做一个人人喜爱的好孩子，教师引导幼儿随音
乐到户外找小蜗牛一块儿做游戏。

搜集有关小蜗牛的资料，在区域中展示，大家分享。雨后带
幼儿寻找小蜗牛，观察蜗牛的外形特征，搜索蜗牛的生活习
性。

附故事：懒懒的小蜗牛

一天，乌龟和蜗牛去旅行，乌龟累了就趴在地上睡着了。懒
惰的小蜗牛却悄悄地爬到乌龟的背上。乌龟醒来，找不着蜗
牛，以为蜗牛早走远了，就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蜗牛在乌龟
背上舒服地睡着了。走着走着，乌龟看见前面有条河，它想
洗个澡，就爬到河里。蜗牛也被带到河里。蜗牛急忙大
叫：“救命啊！”乌龟连忙把它救到岸上，对小蜗牛
说：“多危险啊，以后不能那么懒了哦。”

1、从活动的整个流程看，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教师始终是
在引导的位置上。但从幼儿角度来说，孩子们的发言不积极，
思维不活跃，始终是这几个幼儿在说，其他的.孩子不说。当
我提醒他们说的时候，也就只会简单的重复别人说过的。说
明孩子对画面的理解不够。对活动的专注性不够。

2、在第一次让孩子去自由看图讲述时，由于教师前面交代的
不清楚，在看图时，出现了争抢的现象，而且没有塑封的图
片容易破，导致个别幼儿撕破后大喊大叫。教师应先出示首
张图片让幼儿看看、说说，然后再分组说，给幼儿一个有东
西说的铺垫。在每张图片的下面标上页码，引导幼儿给图片
排排队，再说一说，这样幼儿更容易注意到情节的变化。



蜗牛的整个躯体包括眼、口、足、壳、触角等部分，身背螺
旋形的贝壳，其形，颜色大小不一，它们的贝壳有宝塔形、
陀螺形、圆锥形、球形、烟斗形等等。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四

《小蜗牛》这一篇讲述了小蜗牛先后三次去树林玩的故事，
介绍了四季特征和蜗牛爬得慢的特点。课文里有4幅插图，分
别描述了四个季节：春、夏、秋、冬。这四幅画配上文字就
连成了一个连环画故事。它是本册首篇全文没有注音的课文，
只给部分难读的字注了拼音并配以插图，旨在通过图文对照
培养学生自主识字、独立阅读的能力。因此，我首先选择在
多媒体上展示出四幅图画，然后进行“说故事大赛”，让孩
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畅所欲言，使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到
学习中来。最后，再和作者比一比，看是否有小故事家编的
故事和作者一样。

在语文学习中，读，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每一个学生，
都对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我们教师应该在充分尊重
学生思想、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引导学习。所以，在本课中，
我采用了两种方法：

1、结合课文和图画，把生字放进课文中，引导孩子随文识字。

2、分角色扮演，和角色一起对话。

通过“讲故事”、“角色扮演”，孩子们认识了生字，对课
文也有了较深的了解。但是，本堂课仍存在不足。首先，对
于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永远的不足就是课堂的常规，纪律
还需要继续改善。在学生练写的环节，教师指导个别同学的
时候容易出现其他学生交头接耳，不按老师要求及时完成任
务的情况。还有部分学生在做游戏的时候，沉浸在游戏的快
乐体验中，有些管不住自己，还不会当一个文明的小观众，
课堂稍显混乱。这些课堂的基本常规还要教师进一步来寻求



好的方法改善。最后还是学生们存在的共同问题，一节课40
分钟，大多数学生的注意力最多坚持30分钟，致使最后十分
钟的`课堂纪律不容乐观，所以在经后的教学中我还应该做好
合理的教学内容的设置，让学生在疲倦的节点上能够被教师
充满新意的教学吸引，充分保证学生听课的效率。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五

《蜗牛的奖杯》是一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通过奇特的想
象，写出了蜗牛由在空中自由地飞翔，遥遥领先，捧走了冠
军奖杯，退化成如今只能勉强地从壳里伸出头来，在地上慢
慢爬行的动物，表现了一个凝重的主题——人不能把成绩和
荣誉当成包袱，如果自满自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不思进
取，就会落后、倒退。执教的这节课我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看图激趣，质疑导入（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
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

本文的插图很巧妙。“天头”画着蜗牛高飞蓝天，遥遥领先，
把蜜蜂、蝴蝶、蜻蜓都甩在了后面，显然，蜗牛是胜利者。
如果是比赛，冠军应当属于蜗牛，蜗牛捧走金色的大奖杯当
之无愧。然而，蜗牛夺取奖杯后怎样呢?蜗牛的翅膀又哪去了
呢？在读题质疑后，导入新课，引导读书，顺势合理，激发
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2、以读代讲，以读领悟。

这节课注重了品词、品句、品读，以读代讲、以评促读，以
读悟情。例：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提出问题从哪儿可以看出
蜗牛飞行能力强，可以得冠军？学生自读后很快找出了“遥
遥领先”、“甩”、“所有”等词。我又让学生读词，再读
句子。读后让学生评价，做到生生互评、师生互评，评后再
读。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获得积极
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以读代讲，以评促读，锻炼了学生的评



价能力，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3、自主识字，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识字方面以自主识字，自读自悟的方式来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利用生字卡片，出示词语等检测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
情况，给学生多一些自我表现的机会。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六

在“蜗牛”这课的教学中，我对以下几点感受颇深。

1、失败的体念

蜗牛的身体是怎样前进的?这个问题说细一点就是：蜗牛的这
种形状和构造的足是怎样使它的身体前进的呢？这是一个引
导学生想办法观察腹足的细微运动的问题。教材插图的建议
是观察玻璃片上爬行的蜗牛。通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蜗牛
腹足的细波浪状的运动。这是一种与长着四肢的哺乳动物和
长着六只脚的昆虫这些学生熟悉的动物大不一样的运动方式。
插图中有一个学生在模仿蜗牛的运动，用以激发学生的想象。
于是我让学生来个模仿尝试，着实很有趣，他们兴趣很浓。
学生不管作多大的努力，人的腹部是无法做波浪伸缩动作的，
开心的失败中传递给大家的是亲身体验和经历。

2、有效的引导和调控把握。

这样的课堂是不可能不活跃的，如果组织不当就会引起混乱。
所以，本节课我采取了小组分工的合作方式，观察前提出了
明确的观察任务和要求建议。孩子们在近两个月的训练中，
已经开始意识到小组合作的基本要求，所以我给孩子们布置
了任务之后，小组开始按部就班地活动。你看他们忙的，有
的记录，有的给蜗牛加油，有的拿着放大镜聚精会神。惊讶



声此起彼伏，我知道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有一个的惊喜，我不
打扰，悄悄的跟在他们后边观看指导，享受着他们的乐趣。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蜗牛语文教学反思。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七

  

在“蜗牛”这课的教学中，我对以下几点感受颇深。

1、失败的体念

蜗牛的身体是怎样前进的?这个问题说细一点就是：蜗牛的这
种形状和构造的足是怎样使它的身体前进的呢？这是一个引
导学生想办法观察腹足的细微运动的问题。教材插图的建议
是观察玻璃片上爬行的蜗牛。通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蜗牛
腹足的细波浪状的运动。这是一种与长着四肢的.哺乳动物和
长着六只脚的昆虫这些学生熟悉的动物大不一样的运动方式。
插图中有一个学生在模仿蜗牛的运动，用以激发学生的想象。
于是我让学生来个模仿尝试，着实很有趣，他们兴趣很浓。
学生不管作多大的努力，人的腹部是无法做波浪伸缩动作的，
开心的失败中传递给大家的是亲身体验和经历。

2、有效的引导和调控把握。

这样的课堂是不可能不活跃的，如果组织不当就会引起混乱。
所以，本节课我采取了小组分工的合作方式，观察前提出了
明确的观察任务和要求建议。孩子们在近两个月的训练中，
已经开始意识到小组合作的基本要求，所以我给孩子们布置
了任务之后，小组开始按部就班地活动。你看他们忙的，有



的记录，有的给蜗牛加油，有的拿着放大镜聚精会神。惊讶
声此起彼伏，我知道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有一个的惊喜，我不
打扰，悄悄的跟在他们后边观看指导，享受着他们的乐趣。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语文蜗牛教学反思。

大班小蜗牛教案与反思篇八

《蜗牛的奖杯》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善飞的蜗牛获得飞
行比赛的冠军奖杯后，自我陶醉，不思进取，结果翅膀退化，
丧失了飞行能力。课文将深刻的道理寓于朴实浅近的语言中。
因此在教学中，我以新课标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根据二
年级学生阅读的实际情况，主要采用“自主朗读，读中感
悟”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的重点词句，反复朗
读感悟，从而理解寓意。

一篇课文，如果你要面面俱到地讲解，那是不可能的，而且
时间也不允许。比如在理解“遥遥领先”一词时，如“遥遥
领先”一词：读完第2自然段，我设计了一个贴图小游戏，再
现飞行比赛的场景，学生贴完后追问这样贴的理由。通过看
图，明白蜗牛飞在第一个，然后再紧扣“遥遥”两字，让学
生明白蜗牛领先其它小动物不是一点点，而是把所有的选手
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此感悟蜗牛飞行本领的高强，为以
后的变化埋下伏笔。再如在理解“唯恐”和“生怕”两词时，
感觉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而作为书后的一个练习，相
信它亦是文章的一个重点。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我先
告诉他们这段话中藏着一对近义词，都表示“怕”的意思，
然后让学生寻找，找到后至于对两者能否调换位置，我则通
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化难为易：蜗牛对于“别人不知道自己是
飞行冠军”和“奖杯被别人偷去”这两件事更担心哪件事。
从而让学生明白这两个词虽是近义词，可仍存在着细微的差
别，同时也明白两词是不能调换位置的。而使得蜗牛对奖杯、



荣誉看重的心态更深地烙在学生的脑海之中。

在细读课文的一开始，我就先让学生说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蜗
牛是什么样的？然后引导他们朗读第一自然段，明白那时的
蜗牛有着一对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再引导学
生说说自己现在看到的蜗牛是怎样的？明白现在的蜗牛只能
背着一个坚硬的外壳在地上慢慢地爬行。两幅对比鲜明的蜗
牛图，让学生在强烈的对比中激起探究欲望。为什么蜗牛会
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多读读，多悟悟。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
础上组织学生全班交流，相机点拨，抓住关键词“成天、唯
恐、生怕”等体会蜗牛的得意洋洋。再引导学生想象蜗牛成
天背着奖杯碰到小动物们会说些什么，从而体会到蜗牛从此
不思进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炫耀自己，把荣誉看得很重很
重的心态，真正地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很久很久以前的蜗牛，因为有着一对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
自由地飞翔，所以它的心情是快乐的。天长日久，它就和奖
杯粘在了一起，一对翅膀也退化了。沉重的奖杯变成了坚硬
的外壳，蜗牛也只能勉强地从硬壳里伸出头来，在地上慢慢
地爬行。想想以前当飞行冠军的样子，再看看现在的自己过
角色的转换，引导学生明白此时的蜗牛是伤心，难过，外加
后悔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显而易见，使得学生
进一步地感悟了课文所蕴含的道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
人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