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 小班乌鸦喝水
故事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一

识字、听说、阅读……头绪纷繁的低段语文教学，如何有机
结合进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我在《乌鸦喝水》一课的教
学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在图中激发学习兴趣。

让儿童主动学习，勤思、多想、乐说，是提高儿童阅读能力
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课始，我抓住儿童思维直观形象向抽
象思维过渡以及胆大爱说的特点，利用色彩和形象十分鲜明
的自制挂图，开篇就引导儿童看图观察、训练用最简炼的语
言概括故事内容，点出课题“乌鸦喝水”。接着用“乌鸦是
怎样喝到水”的问题，激发儿童，让其在好奇和欲说的心态
中学习课文。

同时，我又抓住儿童摸仿性、竞争性强的特点，通过赛读、
感悟读等形式代替乏味的.讲解，从而指导朗读。要求学生边
读边体会乌鸦喝不到水时焦急不安和喝到水时轻松愉快的不
同心情，读出感情色彩。同时不断变换朗读形式。整个教学
过程——看图、说话、学文，教得轻松，学得主动，智力发
展，能力培养贯穿始终。

二、在生活中唤起学生情感。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非常重视对儿童说话能力的培养。每
个小朋友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因此，在让学生理解“可
是”一词时，我挑选了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来进行说话
训练，如：小马要过河，可是，（）。风筝慢慢地飞上了天，
可是，（）。学生有话可说，理解也就更到位了。后来在
用“渐渐”说句子时，学生很自然地从生活中找到了素材。
此时，学生的情感被唤起，对课文语言文字的感受更深了。

三、在思考中发展学生的思维。

本课有一个教学目标，让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积极想办法
克服困难。课末，我就以“乌鸦还有什么办法也能喝到
水？”这样一个问题为讨论点，渗透这个教学目标。学生们
的想象力几乎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有用吸管的，有用把瓶
子敲去一半的，还有在瓶子上啄一小洞的……多棒的点子啊！
不知不觉中，学生的思维在不断发展。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二

在学习《乌鸦喝水》中，有一段“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放
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要学生悟出其中的道理却很不容易。
因此，我在教学中就让学生做一回小科学家，让学生将小石
子一颗一颗往瓶子里投，看着水渐渐升高，让学生从理解课
文体验到认识真理的快乐。也许就是这样一次实践体验，能
让学生从此爱上科学、迷上科学，走向科学研究之路。在教
学中，我们几位一年级语文教师是这样做的：

一、培养学生亲身实践的潜力。

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中，让学生再回到课文看乌鸦
是怎样想办法喝着水的，为了让学生尝试探索新知的经历和
获得新知的体验，小组合作动手做实验，研究乌鸦喝着水的



过程。学生实验完成后，不禁发出：

“哟，水真的升高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透过合作实验，
学生主动悟出了乌鸦是怎样喝着水的。由于设计的实践活动
贴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用心性，学生
在读一读课文、做一做实验、说一说实验过程中兴趣盎然地
学习语文，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二、在思考中发展学生的思维。

本课有一个教学目标，让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用心想办法
克服困难。课末，我就以“如果瓶子旁边没有小石子，乌鸦
该怎样办呢？”这样一个问题为讨论点，渗透这个教学目标。
学生们的想象力几乎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有用吸管的，有
用棍子把瓶口打烂的，还有在瓶子上啄一小洞的……多棒的
点子啊！不知不觉中，学生的思维在不断发展。

总之，教师不只是课堂教学的实施者、组织者、主导者，更
是语文学习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课堂是学生展现自我的大舞
台，在这个舞台上孩子们扮演了各种主角，让他们在这舞台
上尽情地创造表现自我吧！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三

《乌鸦喝水》的故事我们都了解。它讲的是聪明的乌鸦想要
喝瓶子里的水，就去叼石头让水浮上来的智慧故事。

教学中重点应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乌鸦急着找水—喝不
着水—想办法喝水—喝着水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同时，
教育学生明白遇到困难应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道理。因此，
在教学中，我将乌鸦如何喝到水设为本课的教学重点。引导
学生分组做实验，把小石子一个一个放进装有半瓶水的矿泉
水瓶中，体会瓶子里的水是怎样渐渐升高的。我觉得这一环
节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1、关注了学生的发展状态，促进了学生主动发展。

本课学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瓶子里的水为什么会渐渐升
高?”因此，我就以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往瓶子里放石子的
实验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情景，让学生在实验中自
己去观察、去思考，多方交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充分发
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2、开发了语文教学的多种功能，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实验中，我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在观察的同时，帮助学生
直观地理解“一个一个”、“渐渐”的意思，强化了语文基
本功的训练。学生在观察瓶中水的变化的同时，培养了学生
的观察思维能力。在这一情景中，让学生主动地探究、解决
问题，培养了学生的主动精神。

在教学这篇课文之前，我怕孩子们会出现觉得乌鸦的这个办
法并不十分了不起的情绪。如果这样，就阻碍了学生去认真
体会文本。所以在教学中我并没有急于让孩子们发散自己的
思维，提出像“说说你还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如果你是这
个乌鸦你会怎么做?”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与学生一起，在学
习课文的同时，去感受这只乌鸦的高明之举。

在学习课文的第三自然段时，我先请学生自读，然后让他们
说说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乌鸦?孩子们很自然地说：“这是
一只聪明的乌鸦。”好!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我心里暗暗想
着。“哦?是吗?你从哪些地方看出这只乌鸦很聪明呢?”

生：“它把小石子丢进了瓶子里，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到
水了。”

师：“我知道了，你是想说它想的办法十分不错，对吗?”

(学生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师(皱眉)：“可我觉得这只乌鸦有个地方却好像不太聪明，
你们瞧，它都是捡小石子放进瓶子，我想如果能找些大石子
不是更快能喝到水吗?”

一句话下去，下面立刻有了反应，不一会儿，有许多地方都
冒出了一双双小手。

生1：“不，如果捡大一些的石头，大石头很重，沉到瓶底的
时候可能会把瓶子打碎的，那样一来就喝不到水了。”

生2：“那个瓶子的口很小，大石子就卡在瓶口进不去。”

听，孩子们的回答多么有道理啊!这些答案有些甚至是我意料
之外的，我常觉得只有中高段的课文才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妙
语佳词，想不到在这篇课文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字在孩子
们口中变得可究可探起来。听了孩子们这一个个回答，我忍
不住笑着说：“看来这只乌鸦的.聪明还不仅仅因为它想出了
这么一个好办法，就连挑选石头的时候，它也是动了一番脑
筋的。”学生们都纷纷点头，从他们的笑脸上我仿佛看到了
一份说服我的喜悦。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孩子们对这只小小
乌鸦的了解并不仅仅是停留在了表面。

课上到这儿，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乌鸦聪明的同时发散
他们的思维了，于是我请学生们说说“你会用什么办法去解
决这个问题呢?”

生1：“我会把瓶子打碎，一些大的碎玻璃中还会留下一些水
的，我就可以喝这些水了。”生2：“我会去找一根别人丢掉
的吸管，把它伸到瓶子里去喝。”

生3：“我会用我的尖嘴在玻璃瓶的下面啄一个小洞，让里面
的水流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喝了。”

…… 孩子们的想法总是富有创新意识的，我想这堂课上我不



仅与孩子们一起体会到了文中那个小乌鸦的聪明才智，更让
我感受到学生们的智慧。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篇四

《乌鸦喝水》这篇课文内容简短，讲的是乌鸦想办法喝到了
瓶子里的水的故事。教学中我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通过角色体验，让学生体会乌鸦的聪明。

一、表演，体会乌鸦的着急与惊喜。

教学第一自然段时，“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简
单的一句话，而这里的“到处”一词却包含了很多，我让学
生扮演乌鸦，到处找水喝，我用采访的形式问“乌鸦”：你
去哪里找水了？找到了吗？“乌鸦”回答我说：我飞到东边，
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找不到水；我飞到西边，那里是一
望无边的草原，找不到水；我飞到南边，那里是沙漠，一滴
水也没有。

然后我又指导学生表演，要越飞越慢，而且边飞边说。学生
畅所欲言，有的说：“好渴呀！渴死我了！”有的说：“到
哪儿才能找到水呀？”有的说：“老天爷呀！快下点雨吧！
让我喝点雨水也好呀！”有的说：“我快渴死了，没力气了。
”通过想像体验，学生理解了“到处”一词，也感受到了找
水的不易，体会到了乌鸦着急的心情。接着，“它看见一个
瓶子，里面有半瓶水。”那种喜出望外之情不言而喻了。

二、想象，体会乌鸦的聪明。

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引导孩子们抓住关键词“终于”，体
会乌鸦想到办法的不易。我对孩子们说：“如果你是这只小
乌鸦，你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喝到瓶子里的水呢？”我把思
考的权利和时间大胆地交给了他们。孩子们的思维活跃，想
到了很多办法，课堂因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变得活跃起来，他



们一个个不甘示弱，为自己想到的办法自豪。接下来，我让
孩子们读读小乌鸦的好办法，并问他们想的方法哪个更合理。
看来，引领孩子走进文本，通过想一想、悟一悟等形式，必
将促使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形成乐学的良好心境，从而有助
于自我探究能力的锻炼、培养、提高。

乌鸦喝水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五

《乌鸦喝水》这篇课文，篇幅不长，而且故事有趣，孩子们
愿意读。我为本篇课文准备了精美的课件，开始让学生先认
识乌鸦，了解乌鸦的样子，然后问谁知道有关乌鸦的故事，
并以“乌鸦反哺”的故事导入新课。

在本课识字的教学环节，我先让学生在阅读课文中识字，并
在课堂上交流识字方法。如：形近字，渴―喝、为―办、
右―石、鸟―乌，学生还进行猜字谜、利用形声字规律、组
词等多种方法进行识字，别管哪种方法，我都给予了鼓励，
更激起了孩子们识字的热情。

最有指导学生按“乌鸦找水――发现水瓶――喝不着水――
想办法――喝着水了”的顺序背诵课文。

在理解“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中，进行了“乌鸦喝水”的
实验，我准备了一个小口大肚的玻璃瓶，家长吴展老师帮忙
拿了一大包石子，在玻璃瓶里装少许水，往里面加小石子，
让学生观察玻璃瓶里的水渐渐升高的现象，再让学生读读课
文中的相关的句子：“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指导学生用
“渐渐”说句子。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学生不但学习了语文知识，还明白了遇
到困难一定要想乌鸦这样开动脑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