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 语文课文鱼
游到了纸上教学反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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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篇一

讲完先行课，虽然基本上按照备课进行完了，但感觉有些前
松后紧。朗读齐读、个读，形式单一，不够深入。小组合作
效率不高。思考这节课，我感觉满意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备课时，我设计的导入是疑问导入：同学们，你知道鱼生活
在哪里吗？今天我们来学习鱼游到了纸上，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27课去看看吧。

这样设计比疑问导入更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还给学生
读书要质疑、解疑、学以致用的暗示。

词语解释要求学生不仅要写在纸上，还要记在心里。不然，
导学案一收，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先让学生找出描写青年的语句，说一说青年是个怎样的人。
然后抓住青年观鱼、画鱼的句子体会青年的专注、忘我、勤
奋。在出示句子的同时，体会对人物的外貌、神态、动作的
描写，理解为什么说“鱼游到了心里”“鱼游到了纸上”及
二者的关系。这样将合作探究的三个问题融为一体。由小女
孩对青年的赞叹，进行小练笔，想一想、说一说、写一写其
他人会如何称赞他。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篇二

人教版(新课标)小学四年级语文下册的27课《鱼游到了纸上》
一文，通过对聋哑青年观鱼、画鱼表现的细致描写，赞美了
其勤奋专注的品质。作者观察细微、构思巧妙成文，写得有
情有趣，有声有色，生动感人。其内容贴近学生生活，是学
生很喜爱阅读的一篇课文。下面是我对《鱼游到了纸上》的
教学反思。

在教学《鱼游到了纸上》时，我从课题入手，引导学生进行
质疑，让学生带着问题充分地朗读课文。在学生深入地了解
了课文内容后，我以青年的特别为主线，把教学的核心目标
锁定于“感悟青年爱鱼爱到忘我的境界”，引领学生学习青
年看鱼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的句子，青年画鱼画得栩栩如生
的句子。感悟青年爱鱼爱到忘我的境界，理解鱼游到了纸上，
必须先游到心里。

为了落实《鱼游到了纸上》的教学目标，课堂教学围
绕“读”而展开的。以读贯穿整个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多读、
多想、多体会，抓住关键句、关键词理解课文，感受青年看
鱼的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画鱼画得栩栩如生。在教学课文
画鱼这一个内容时，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句式对比、引读、
反复强调等方式进行读议结合，在读和议中，认识到聋哑青
年身残志坚、勤奋专注、执著追求的品质，并受到感染。教
学中反复引导学生朗读、感悟。落实语文教学的人文性。课
堂小练笔让学生有情可抒，落实语文教学的工具性。

但遗憾的是课堂气氛没充分调动起来，学生的回答问题总是
答不到点子上，归纳、概括能力不强。学生的朗读能力还有
待提高。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只有敢于挑战自身的弱点，
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时纠正，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我
们不可能不上公开课，每一次上公开课都是一种历练，每一
次历练都是一次超越，每一次超越都是痛并快乐的成长，而
每一点的成长都让你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反思自己的课



堂教学，发现自己还是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有太多的束缚，
有太多的担心。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篇三

王老师在处理那个青年是怎样画金鱼时，抓住“静静”做文
章，先是要要读出“静静”的味道和感觉，指出没有说一句
话，没有声音是“安静”；画画时没有说过一句话，身体一
动也没动，像一座雕塑，这是“平静”当青年在“静静”地
画画时，他的心里只有“鱼”，他的心里只装着“动态”，
这是“宁静”！三个“静”就将青年画画时的投入及技艺高
超一展无遗。在整个过程中每每遇到问题，学生达不到，王
老师不急不躁，就是引领。学生也逐渐被感染，能仔细去体
会文意，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篇四

本人在讲授这篇课文时，先从课题入手，引出小女孩儿的称
赞，进而引入聋哑青年画鱼的细致生动、围观众人的赞誉不
绝，随后引出聋哑青年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如此逼真，皆因他
长时间、全神贯注地观鱼，正所谓：胸有成“鱼”，学生由
此真正明白聋哑青年所说的“先游到了我的心里”这句话的
真正意味。

整堂课本人认为较为流畅，但也出现了两处延误时间的环节：

一、一名学生板书“胸有成‘鱼’”这个词语时，该学生解
释得很好，但有一笔偏误，随后又由两名学生先后进行更改，
方更正。由此也反映出学生确有些紧张。本人若选择一名较
仔细的学生进行更改，课堂环节定能紧凑。

二、学生们表达对聋哑青年的敬佩时，一名学生已经说
出“自强不息”这个词语时，此表达已很精确。本人希图丰
富学生语汇，提出“身残志坚”这个词语，学生未接触过此



词，有些不知所谓，以致师生互动缺乏了默契。本人若
就“自强不息”作结，师生互动则较为完满。

本人在课堂最后安排学生小练笔的环节，希图学生通过课堂
学习后的感悟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实际，树立做事全神贯注、
专心致志的正确态度。但由于前面授课中两个环节有些耽误
时间，以致部分学生在下课铃声响起之时并未完稿。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目标篇五

学校要听老师的课，名日“考核课”，为了上好这节课，我
选择了《鱼游到了纸上》一课。这是“九年义务教育”教材
第八册第七单元的第二篇讲读课文，文章以青年人“特别”
的举止为线索，随着“我”对他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位勤劳
专注，画技高超的残疾人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敬佩之情也
越来越深。课文在写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人物描写细致入
微，对聋哑青年的外貌，“特别”的神态、动作刻画入神；
二是语言平实而含义深刻。本文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从语言文
字中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受到启发。教学的难点是理
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

整堂课我主要是按照以下的思路展开教学的：

（1）初读课文，了解内容，感知人物形象。我首先让学生自
渎一遍课文，在学生自渎的基础上，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
什么事。然后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这位聋哑青年的初步印象，
初步感知人物的形象。

（2）细读课文，进一步理解课文的内容，品味语句，体会人
物品质。这一环节，我让学生在课本上画出描写青年人观鱼、
画鱼的语句，在读议中，通过对这些句子的理解，认识到聋
哑青年勤奋专注、执著追求、做事一丝不苟的品质，进而启
发学生从青年人身上学到了什么，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说
说自己应该如何去做。



（3）美读课文，表达情感，积累运用语言。在这一环节中，
我重点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采用指名读、教师范读、
小组读、齐读等多种形式，通过朗读，从而加深了学生对青
年人美好品质的认识。

反思：一节课下来，我有许多感想，虽然能根据教材的要求，
能按自己预设的思路完成教学任务，但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如：对学生评价的语言欠缺，读中感悟落实不到位。
同时也认识到，课堂教学中，教学机智十分重要。我们一直
说：备课，最重要的是备学生。但是，我觉得，教师的备课，
除了要备教材、备学生，还要备自己。因为，教师是教学内
容的设计者，必须准确地把握教材，了解学生学习的特点，
才能采取合适的教学手段，设计精彩的课堂语言，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老师牵着走。同时，教师还要有收
放自如的应变能力：当课堂中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解决，让
课堂教学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把教学目标贯穿在各个教学环
节之中。

语文，是一门充满遗憾的艺术。每一次的遗憾和失败，虽然
让我心情沉重，但也让我在语文的教学之路中不断地看清自
己的不足，带来思考。人，只有自省，才能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