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子教学反思(通用9篇)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迎接充满热情的你们的到来。欢
迎词需要有条理性，逻辑清晰，让听众容易理解和接受。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欢迎词片段，希望能够给大家带
来启示。

燕子教学反思篇一

分析：《燕子》这是一篇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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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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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一跃然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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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之处：我引导学生咬文嚼字，品味其内涵的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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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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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措施：多点名，让大部分学生有参与能力。

燕子教学反思篇二

《燕子》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郑振铎的作品，课文描述了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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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了燕子给春天带来了勃
勃生机。

这篇文章不仅仅词好，更重要的，那燕子被写得“神”了。
结合课文描述燕子外形的写作特点，让学生进行仿写，使学
生明白写动物外形只要抓特点、与众不一样的地方来写，不
需要面面俱到。比如写鸭子：一身嫩黄的绒毛，一张扁扁的.
嘴，一对枫叶似的小脚，湊成了活泼可爱的小鸭子。读写结
合，通过课文提供的范例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

燕子教学反思篇三

“燕子”我们大人都看见过，但对三年级的孩子来说，(我问
了学生后)有的学生还真没看到过。要让孩子们感受到燕子的
轻快与灵动，除了让学会品味词句外，还可以结合图片与幻
灯，让他们亲眼看看那小燕子，亲耳听一听那声音，真切感
受那活泼可爱的小燕子。

解决本课的难点，我觉得还得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如本
课的句子：“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
掠过，唧唧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
边的柳树下边”。“掠”是什么意思?从“掠”字你能感受到
什么呢?此时，教师可范读，让孩子们静静地闭上眼睛，让他
们听着老师的读而发挥想象，燕子是怎么飞过去的?这样，学
生自然而然就理解了“掠”，感受到了小燕子，是那么轻快、
迅速的飞过，效果较好!

应该掌握的字词还得引导好，如本课的“燕”写字教学时指



导笔顺;“漾”结构要把握好;“倦”指导时当心多写一笔等。

欣赏：

薛老师教学片断：

生4：燕子从稻田上飞到柳树下了，就是说

师：你把句子读完整

师：这个发现好。燕子就是飞，这里用来什么字?

生：掠

师：掠，圈出来。这个掠，刚才你说?

生4：就是说它飞行速度非常快

师：对，“掠”形容速度很快。这里写了几种掠的姿态?

生4：写了两种。一种是斜着身子，一种是横掠过湖面。写的
飞行姿态各不相同。

燕子教学反思篇四

通过《燕子》两课时的教学，让我感悟到在教学散文时，还
是要回归课本语言，让学生一遍遍地去读、去品读、从读中
他们自然会有所悟。在朗读中，读出春天的美丽烂漫，读出
燕子的活泼机灵。而在课文的第三、四自然段的教学上，我
过于放手了，假若能够第三自然段我来引导，然后让学生学
习到品读的方法，从而自己去品悟第四自然段，这样子教学
应该会更加流畅。至于多媒体的运用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这样可以丰富教学的`形象性，避免一些枯燥乏味的分析，图
文结合，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好课文、读懂课文、



读悟课文。

燕子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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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灵
活的飞行姿态、文静优雅的休息场面，都一一跃然纸上，动
静结合，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春天和燕子的喜爱之情。作
者用词准确传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引导学生抓关
键词，再在读中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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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下学期时间短，下册的内容要在本学期提前学习，第一
单元是描写春天的景色，这样学生就不能结合现实生活来学
习课文，课前，让学生搜集有关春天的图片及诵读歌颂春天
的诗歌和文章，让学生对春天有一个切身的感受。课上，从
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入手，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再组织学生自
读交流，然后又巧妙的创设说话情境，让学生们运用第一段
的写作方法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写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
外表特点，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投入听、说、写训练中，
从而学得更扎实，更灵活，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了
写作水平。

课文第三自然段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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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抓住
这几个动词反复体会，感悟燕子飞行时的优美姿态，在感悟
之后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进一步加深理解。课文第四自
然段描写了燕子歇息时与春景互相映衬的.美丽画面。文中把
燕子落在电线杆上歇息的情景比喻成五线谱，学生较难理解。
说实话，我开始对五线谱也不理解，正好我女儿在学习电子
琴，让我认识了五线谱，学以致用，我是这样启发学生想象
的：对照一下插图，再闭上眼想象，远远地看去，落在电线
杆上的燕子变成了什么？那几根电线呢？再抓住“几痕”进



行理解，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我采用了简笔画突破疑难点，
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明显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再出示五线谱，学生就能轻而易举的理解了这个比喻句。

燕子教学反思篇六

《燕子过海》是一篇富有感情的散文，初读课文之后，我就
为过海的燕子那种坚强不屈，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上课
的时候，我试图把这种感悟传递给学生。于是我设计了同学
们边读边模仿燕子飞行的动作，一边做动作一边朗读课文的
第2小节：“一群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的燕子，在大海的上空
不停地飞呀，飞呀……”，“这里的省略号说明什么？”学
生们马上就能回答出来，“燕子还在继续飞，它们不能停下
来休息。”这时再问：“你的手臂有什么感觉？”很多孩子
立刻放下挥动的双手，趴在桌子上，经过自己的体验，孩子
们切身体会到了燕子的艰辛与疲倦，为后文的教学做好了充
足的铺垫。

“它们一定是太疲倦了，看见我们的船，就像雨点一般落下
来，伏在甲板上休息。”这句话是教学重点与难点，不仅要
学生读出感情色彩，还要体会“雨点”“落”“伏”这三个
字词的用意，了解燕子过海的不容易。我先让学生一遍遍地
读，等读出了感情，再让他说自己的感悟。

二年级学生的学习能力应该由一年级的识字提升到对词语、
句子的.理解，而且不仅要能读出来，还要能悟出来、说出来。
没有感悟的生命是不会有活力的，没有体验的生活是不会有
激情的。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如果没有读，就不会有感悟
和体验。让学生多读一读吧，让他们带着思维的火花，去感
悟生命，体验生活吧。

燕子教学反思篇七

《燕子》这篇课文写的是在桃花盛开、绿柳轻扬、燕子飞来



的情景。这些从南方飞回来的小燕子，有的正在湖面上飞行，
剪刀或翼尖沾了一下水面，有的飞到了柳枝间，有的停在了
远处的电线上歇息燕子给早春的山光水色增添了生气，把春
光点缀得更加美丽。作者描绘了充满生机的如诗如画般的春
色，赞美了活泼可爱的小燕子表达了对光彩夺目春天到来的
欢欣热爱之情。

及一些表达方法。引导学生体会燕子的可爱以及作者细致观
察和描写生动的方法，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因此，在教学前
我作了以下设想：

一、学生在课前独学时读相关资料了解燕子及春天的特点，
并认识生字、新词，学会写14个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二、学生在群学讨论、全班交流展示中理解课文内容，抓住
描写燕子和春天的语句，感悟燕子的活泼可爱和春天生机勃
勃的景象，培养热爱大自然春天的思想感情，并学习作者细
致地观察和一些表达方法，积累好词佳句。

结合教学设想与导学案在教学中我做了以下尝试：

1、激情导入，激发兴趣

燕子，一说起来，学生就兴致勃勃，都非常喜欢。因此课前，
我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和插图再现课文里的春光美，增强教
学的形象性。教学伊始播放学生耳熟能详的音乐视频《小燕
子》将孩子们带进美好的童年，带进充满生机的春天，并巧
用课文插图，使燕子的形象和明媚的春光更具吸引力，激发
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2、课堂检测、落实课前独学

上课前，我首先检测学生认字词、朗读课文情况。在检测过



程中，我发现有少部分学生在课前独学不到位，如本课字词
不能全认识，课文朗读不正确不流利，更不用说把握课文主
要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理解课文内容是在熟读课文
的基础上的，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没有充分地朗
读熟课文，就无法轻松地理解课文内容了。如何让课前独学
落实到位，这是我们值得深思地地方。

3、小组合作、展示交流

教学中，结合导学案，学生在小组内突破独学过程遇到的难
题后，确定中心发言人进行全班交流展示导学案中“导学引
领”中的任务，通过全班各小组的展示交流、补充，学生理
解课文内容。这时在教学中我还适时的插入课件，更好地帮
助学生理解文本内容，学习写作方法。

4、研读感悟、以读促情

为了在学中充分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以读为主，以读促感，
彰显师生的风采。教学中我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抓住每
一个可以展示的机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听、读、说来
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及时的给与鼓励。如抓住第一和第三自
然段，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到小燕子的活泼可爱，让学生体验
到读书的乐趣;在学习拟人句的时候鼓励学生说出积累的或是
自己创编的拟人句，并分析这句子的好处，让他们在合作的
基础上集中汇报交流，不仅增强了合作意识，而且增强了学
生的自信，锻炼了语言能力，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奠定了基
础。

5、丰富想象，写作指导

在课堂交流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写作方法的指导。教学时我引
导学生借助插图想象春天的美好，抓住课文第二、三自然段，
借助具体语句来想像燕子的优美姿态，并把想象的内容，让
学生用自己语言来描述，让学生在想象中，感受春天的生机



勃勃，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感受作者的细致观察，从而达
到教学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此外，教学语言是一种艺术。教学语言的凝练，精准，富有
感召力、吸引力是我追求的一个更高的目标。

燕子教学反思篇八

《燕子》这篇课文语言清新明快，短小精悍，作者以优美的
语言描绘燕子的特点和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美丽。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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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早春增添了生气，把
春光点缀得更加美丽。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受春天的特征，了
解燕子的外形及活动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学习
作者细致观察和具体生动地描写事物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观
察和想象力。

在教学中我做了以下尝试：

一、充分利用插图范画再现课文里的春光美，增强教学的形
象性。

教学开始播放学生熟悉的音乐《小燕子》将孩子们带进美好
的童年，带进充满生机的春天，并巧用课文插图，使燕子的
形象和明媚的春光更具吸引力，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
性。如：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停着的
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一支春天的歌”时，学生通过观察范画
展示的燕子在电线上休息的情景，再通过合理的想象，一下
子就领悟到了作者为什么说像五线谱，为什么说它们就像唱
着春天的歌。这样，避免了枯燥乏味的分析，让学生在轻松
的氛围中读懂了课文。

二、教学中充分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读为主，以读促感，做到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尽可能地
创设条件，提供了各种吸引学生个体，学习、自主参与的机
会。抓住每一个可以展示的机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听、
读、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及时的给与鼓励。在每一段的
感情朗读时，都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必要的指导，采取丰富
多样的形式练习，让学生体验到读书的乐趣；在学习拟人句
的时候鼓励学生说出积累的或是自己创编的拟人句，并分析
这句子的好处，让他们在合作的基础上集中汇报交流，不仅
增强了合作意识。如：在观赏了春天美景以后，让学生说说
自己的感受，并通过自学的方式，从文中找到反映春天烂漫
的词句，通过朗读来感悟到春天的美丽和充满的勃勃生机。

不足之处：

一、联系生活实际，挖掘学生的潜能做得不够。

人们常说，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篇课文是
有名的散文，要读懂它，必须要与生活联系起来学，才能学
得灵活，觉得透彻。

如：在理解“赶集”一词时，我让学生先说说自己去赶集时
的感受，再想想课文中是说谁赶集？为什么这样说呢？学生
通过与生活联系，一下子就明白了春天花开之多，给人以热
闹的感觉。课堂中，教学春光美那一部分若能深入挖掘学生
的潜能，让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谈谈还可以用哪些词
语来赞美春天；在让学生感受春风、春雨的柔美和燕子的活
泼可爱时，让学生联系已学到的一些古诗词来说说，会让学
生的思路得到打开。不仅拓展了课堂的教学，更进一步丰富
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积累。

二、教学语言运用不够精准。

教学语言是一种艺术，富有感召力、吸引力。课堂中，教学
语言运用的好，能不断丰富学生想象，促教学的形象性，激



发了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

燕子教学反思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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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一跃然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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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词准确传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咬文嚼
字，品味其内涵的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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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堂课气氛较活跃，充分
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我从引导学生观察画面入手，激发学
生阅读动机，再到组织学生自读交流，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
只是一个平等参与者，学生始终是学习的主体。

同时我适当点拨，为学生的思维起着“搭桥引路”的作用。
然后我又巧妙的创设说话情境，让学生们运用写作方法学以
致用，举一反三，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投入听说训练中，
从而学得更扎实，更灵活，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了
写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