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
评价 三年级语文燕子教学反思(汇总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燕子》是一篇散文。课文描写了燕子的外形和它在烂漫无
比的春天从南方赶来，在天空中、湖面上飞行，在电线上休
息的情景。本文语言清新明快，描写准确生动。燕子活泼可
爱的外形特点、追赶春天的候鸟习性、轻快灵活的飞行姿态、
文静优雅的休息场面，都跃然纸上，动静结合、有声有色，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春天和燕子的喜爱之情。

1.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体会状物文章的写
作特点。

2.积累好词佳句。

3.通过对课文的赏析，激发学生对美丽的自然景观的热爱，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增强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

1．在学习第一课之前，我先引导学生如何利用预习本完成预
习任务，昨晚布置了《燕子》的预习任务，今早检查孩子的
预习本，发现有些学生领会得比较好，但仍有些学生还不知
道怎么操作。我结合几本比较好的作业，重新提出要求，希



望在第一单元结束后，孩子们能真的做到课前充分预习。

2.学习《燕子》一课，孩子们比较感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我引导学生咬文嚼字，品味其表情达意的作用。我主要
抓住关键的词语，指导学生反复朗读，在读中理解，体会用
词的准确传神，在读中想象、品味、欣赏，直至背诵，促进
学生语言的积累和内化。

第一段是关于燕子外形的描写，我引导学生勾画出“羽毛”、
“翅膀”、“尾巴”，出示去掉修饰语的句子，引导学生比
较两句话的异同，让学生在品读中体会将句子写生动的方法，
达到学习语言文字的目的。

第二段，抓住春天的七种景物写出了春天的美好。我让学生
逐句找出，勾画，引导学生学习作者描述春天的方法，为观
察春天，描写春天的练笔做准备。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我主要要抓住重
点词语，指导学生反复朗读，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想象、品
味、欣赏，直至背诵，促进学生语言的积累和内化。本来以
为学生很容易进入角色，可是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积极性不高，
文章只有几个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堂显得没有生气。有
可能是开学初，学生还没有进入学习的氛围中。就如体会小
燕子飞行这一段内容时，我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的体会。学生
能抓住“斜着身子”、“掠过”、“一转眼“横掠”等体会
到燕子飞行的轻快，有的也能从中体会到燕子喜欢春天，高
兴了，还会变着花样飞行。

课堂中，总有几个学生是课堂的主导，大部分孩子没有参与
性，如何吸引学生主动学习，是我要反思的。通过光彩夺目
的春天气息，表达的情爱情节，没有体会出来。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首先由谜语导入
新课。然后思考并勾画理解：课文是从哪几方面描写燕子的，



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接着思考并勾画理解：课文是从哪
几方面描写燕子的，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最后用自己最
喜欢的方式来表现你心中的燕子吗？可以画一画、写一写、
捏一捏、刻一刻、拍一拍（拍摄）下周我们举行一次“燕
子”展览会。

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本节课描写的是春天的大自然的变化，以及春天里小动物的
快活生活为主要教学内容。教学开头引用歌曲《春天在哪里》
进入本节课的主题，通过学生及教师课内外搜集的各种素材，
从绿柳飞燕、鸟语花香、小草吐绿、潺潺流水中使学生亲身
感受春天的来临，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为本节课之后的学习埋下铺垫。

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燕子》一课中，作家郑振铎将燕子写得十分传神。这篇文章
描绘了桃花盛开、绿柳轻扬、燕子飞来的情景。这些从南方
飞回的燕子，给早春的山光水色增添了生气，把春天点缀得
更加美丽。作者借赞美活泼可爱的小燕子，表达了对光彩夺
目的春天到来的欢欣热爱之情。

教学中，我从燕子入手，按由近及远的观察顺序来学习课文，
体会作者的观察方法，第一段从近处看燕子：乌黑的羽毛、
轻快的翅膀、剪刀似的尾巴，合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燕子。
第二三段由远处看到的燕子各种飞行姿势。最后从远处看到
像音符般的燕子。

学生对燕子并不陌生，但是像作者这样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燕
子，描述燕子，学生是做不到的，因此在本课的学习中，我
有意识地渗透习作的教学。我带领学生按顺序学习完课文后，
适时地引导学生根据本课的描述方法，来描述一下自己熟悉
的小动物。刚开始，大部分学生都用很简短的语言来描述动



物的外形，的缺点是说的不全面，语言也不够准确。我出示
燕子图片，让学生观察，然后对照课文第一段的资料，看一
看作者是怎样观察燕子，描绘燕子的。再出示一只小狗让学
生观察后用语言描述，这样一来，学生对小狗的描述就生动
了许多。

教学中我还指导学生把燕子和春天的景色联系起来观察，想
象燕子给春天带来了什么?从而让学生体会到作者喜爱燕子是
正因燕子是春天的代表，为春色增添了勃勃生机。同时我指
出描述小动物也要结合平时的生活，不仅仅要形象地写出小
动物的外形特征，还要描述关于它的具体事例，从生活中来
感受小动物带来的乐趣。

课后我布置小练笔：模仿《燕子》写一写熟悉的小动物。有
了课堂上口语练习的基础，学生仿写的十分成功。

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燕子》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课文描写了燕子的优美外形
和它在烂漫无比的春天从南方赶来，在天空、湖面上飞行、
在电线杆上歇息的情景。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方式引导学
生主动去发现、感悟燕子优美的外形、优美的飞行姿态、歇
息时美妙的意境，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力和鉴赏力，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一、画、话结合，感知燕子的外形美

课文第一自然段作者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准确生动地描写了燕
子活泼可爱的外形特点。为了让学生真切地感知燕子美丽的
外形，我先让学生细读课文，再闭上眼睛想象课文中描写的
燕子，让燕子在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然后让学生用自己
的话说说自己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燕子是什么样的。在学生初
步感知了燕子的外形美的基础上，我又让学生一边听课文的
录音，一边把燕子在纸上画出来，请一位同学画在黑板上。



画好以后，再让学生把自己画的燕子介绍给同学听。最后让
学生把感受到的燕子优美的外形通过朗读表达出来。通过由
话到画，再由画到话的过程，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知力。

二、咬文嚼字，品味燕子的动态美

课文第三自然段作者通过“斜、掠、沾”等几个动词十分准
确传神地写出了燕子优美的飞行姿态。在教学中，我引导学
生抓住这几个动词反复咀嚼体会，感悟燕子飞行时的优美姿
态。

首先，我让学生细读课文，感知这一自然段的内容，然后让
学生回到课文中去，找出有关的句子慢慢品读，看看能体会
到什么?在学生的交流中我把“斜、掠、沾”板书在黑板上引
导学生品词。“斜”字写出了燕子飞行时的什么?“掠过”在
字典里是怎么解释的?轻声读读句子，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从
“斜着”、“掠过”这两个词中你体会到什么?(经过老师的
点拨和细读想象，学生领悟到了燕子斜着身子飞掠的优美姿
态。)那么“沾”在这里应作什么讲?能换个词吗?(碰、撞)那
作者为什么不用“碰”、“撞”而要用“沾”字呢?(通过比
较、品味，学生感悟到了“沾”字十分准确地写出了燕子飞
行之轻，体会到了作者用词之精确，同时学生在咬文嚼字的
过程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了燕子飞行时姿态的优美。)学生领悟
之后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增加领悟的效果。

咬文嚼字是品味课文内涵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咬文嚼字，
反复诵读，使学生充分感悟到了燕子飞行时的动态之美，培
养了学生对美的感悟力。

三、运用想象，欣赏燕子的静态美

运用想象可以使文中描述的事物在脑海中形成具体的表象，
这是感悟课文内涵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想象，学生不仅感悟到了燕子歇息时的静态美，而且领
悟到了活泼可爱的燕子与春天景色互相映衬的美丽意境，培
养了学生对美的欣赏与鉴别的能力，而这也正是祖国语言文
字的魅力。

祖国的语言文字魅力无穷，我们语文阅读教学就是要引导学
生通过品词析句、朗读感悟、说画表演等来体会蕴含在语言
文字中的意和情，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受到美的熏陶。

三年级快乐的小燕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燕子》是三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教学中教
师借助《燕子》、《赞春天》这两篇一主一辅的课文，和学
生共同探索春天的奥秘，既学习了课文中的基础重点，掌握
基础知识的同时，又通过燕子这一春天的标志在大好春光里
的不同特点，更加衬托了春天的重要性，让两者成为了必然
的联系。课文在赞美燕子的同时，又极大地衬托了充满生机
的如诗如画般的春天景色，此时，课文的情感被激发的淋漓
尽致。在此基础上，学生再读《赞春天》，情感再度激发，
感受春天带给大地的美好与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