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本课时，我知道这篇课文描写的变色龙虽然学生平时
不能见到，但作者的描写动物的方法却值得学生好好体会，
于是在教学过程中，我紧紧抓住作者的写作方法，指导学生
学习写作方法。

例如在学习变色龙的外形特点时，我首先让学生反复朗读课
文的第9小节，随即让学生在头脑中或在画面上形成变色龙外
形的画面，接着再与书本对照，从中得出结论：课文之所以
能将变色龙写得这么生动，因为能抓住动物的主要特征。在
学习变色龙的捕食特点时，也就是学习课文的第11节，这节
以非洲工人的介绍为主，写了变色龙的眼睛的独特之处，为
了帮助学生了解变色龙的这一生理特点，我采用了“强记”
的方法来学习，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收到了比较好的学习
效果。同时我邀请学生来扮演工人读课文介绍这一节的内容，
然后问学生知道了多少，在交流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变色龙的
眼睛的特异功能。

文中描写变色龙眼睛的词句，很好地体现了语文课特点，体
现浓浓的语文味。“他的每只眼睛都能单独转来转去，分别
观望四面八方的东西。当他的两只眼睛同时注视前方时，酒
会产生一种立体感……”在教学这两句时，我先让学生读文
后说说变色龙眼睛的独特之处，学生都能回答出来，但我没
有局限于此而是让学生再次读文，揣摩语句，你觉得哪些词
语能很准确地反映出它的这个特点呢？学生很快就有了答案：



“单独、分别”因为只有变色龙的眼睛每只眼睛是独立活动，
不同于我们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眼睛。而且两只眼睛能分别
观望。随后我总结到：当我们准确地使用词语，就能准确反
映事物，把自己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语文能力，
我们要学习。这部分教学时我没有局限在让学生了解变色龙
眼睛这一浅显的层次，而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揣摩，使学生体
会文中用词的准确，而且没有游离课文内容，做到了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

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变色龙》以故事的形式写了发现变色龙、端详变色龙、放
回变色龙的经过，介绍了变色龙的外形、捕食和变色的特点。
变色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变色龙生活在热带丛林
中，“数量不多，难得碰到”，所以对教室里的孩子来说，
根本就不了解、不熟悉。怎么办呢？课文的第九自然段以准
确、细腻的笔触，介绍了变色龙的外形，写作顺序是“全
身——头——身躯”，通过阅读，我们很容易认识变色龙。
但是，为了使孩子们准确把握变色龙的外形，我让孩子们观
看变色龙的图片，说说变色龙的样子。在学生学习第九自然
段的时候，让学生读读文字，看看图片，相互提示。这样，
学生对变色龙形象的认识就容易准确、清晰、具体了。

学习第十一自然段的时候，就让学生观察文中的插图，体会
变色龙的'舌头“长得惊人”。学习第十四自然段的时候，让
学生观察这样几幅插图：在香蕉叶上，变色龙变成了香蕉叶
色；在棕色的泥土上，变色龙变成了棕色；在水泥板上，变
色龙变成了浅灰色；在枫叶上，变色龙变成了红色……这样
学生不但对这些颜色印象清晰，而且不知不觉地体会到了颜
色的渐变过程。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幅颜色渐变的、流
动的、和谐的画面。学生不禁惊叹变色龙功能之奇特，本领
之高超。



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在学生认识了动物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上编写的，使学
生进一步了解动物适应环境的有趣事例，如保护色、拟态、
冬眠等，使其进一步感受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知道动物适
应环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意识到生物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一：游戏互动,调动学生兴趣

设计有趣的捡豆子游戏，让学生的注意力迅速投入课堂。对
动植物适应环境而独到的生活习性进行有效迁移，对变色龙
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由变色龙的独特的功能过渡到“变
色”——适应环境的课题上来。

二：提供大量的图片和视频，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

学生对变色龙会“变色”并不陌生，但为什么变色？却了解
不多，同时还有哪些动物是用什么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学生
也知之甚少。本课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图片和视频，给学生提
供寻找资料和交流资料的机会，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重视课前资料的搜集，重视合作与交流

生活中，学生对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并不陌生，，但认识较
单一，为了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让学生课前采用查阅图书资料，访问专家和上网查询
等方法获取信息资料。一方面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学生在活动中，丰富了
知识，开阔了眼界。在课堂上，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学
习，通过合作与交流，体验合作的愉快，做到资源共享。

四：重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更重探究过程。

科学课是一们探究性极强的课程，为了更好的探究，一些基



本的科学技能和知识还是有必要掌握的，这也是探究的基础，
否则就他们无法用理论来解释问题。探究更多的是做实验，
让学生在动手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实际上学生只要
能“带着科学问题去思考周围的世界就是一种探究的方式”。

五：重视真实评价，促进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新课程的课堂中，非常重视评价的作用，对学生精彩的发
言和独特的思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印章”或
者“一句鼓励的话语”来激励他们。当然这种鼓励必须真实，
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会受到奖励，同时，要让这种奖励
变为动力，让学生感到这是自己努力付出后的结果，这种奖
励是有“价值的”奖励，而不是“廉价的”给予，进而激发
学生对科学课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认真的学
习态度。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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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变色龙的时候，我首先将以在一副森林动物植物的图
片中寻找各种动物。通过本次找找看的活动，使学生认识到



动物隐藏自己的方法，从而引入本课要学习的主题。我当时
直接引入的保护色。把这个概念直接的给出，我现在想来，
应该不首先给出概念，而是继续问：这种动物，我比较难发
现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生根据自己的感觉和观察，很容易
就会说出是他的颜色和周围的环境的颜色相同，这样我们再
从中得出保护色的概念了。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然后再用相似的。方法介绍其他的动物保护自己的相似的方
法。我想这样是比较的好。当时我给出了概念，然后，再让
学生去发现有一点的马后炮的意思。在给出保护色的定义之
后，我提出让同学举出生活中保护色的例子。学生回答都很
不错。

然后我又举出几个例子。然后我出示含有另外两种拟态和警
戒色的图片，首先学生进行分类，他们都是利用什么的方式
进行保护自己的。学生很快的进行分类。并且利用刚才介绍
保护色的方式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拟态和警戒色。并且学生还
举出很多例子，这个方面，学生的表现说明，学生在课下书
读的还是很多的。

1、人们利用动物的保护色进行放生的部分没有进行。

2、没有给予学生机会进行分享他们的搜集的材料。

3、小组合作交流活动没有进行操作。

总而言之，老师说的，做的太多。

变色龙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文章写得很有顺序，所以我让学生通过圈划表示时间先后的
词语，体会按顺序、表达的好处。

课文第14自然段，按顺序分别写出了三种事物的颜色。我让



学生边读边圈画表示颜色的词语，让学生体会到了颜色渐变
的过程。变”是变色龙的特异功能。我是这样让学生体会到
变色龙这一特异功能的：（1）找出含有“变”字的词语；2、
观察插图，体会“变”；发展、丰富文本，以放在枫叶中、
枯草中，“变色龙变成――”的形式引说，体会“变”的快
速、神奇。解读“变”的目的。4、“夸”。“夸”的好处：
（1）激发学生对变色龙的喜爱之情；（2）为课文最后“我
们放回变色龙”作了铺垫。（3）有利于改变“以貌取人”的
习惯。（4）有助于调动学生积累、运用词语的积极性；（5）
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真是一举多得。

《变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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