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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诊 断 报 告

（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我认真阅读了 15篇教学设计，其中《搭船的鸟》5 篇，《精卫

填海》8 篇，《母鸡》1 篇，《司马光》1篇。

这 15 篇教学设计中，感觉没有发现老师们自己一些独特的教学

风格。有的教学设计特别简单，只显示了一个大框架；有的老师在网

上随意下载了一篇教学设计；还有的老师提交的是第一课时的教学设

计。这样，就不能完全清楚的展现老师的设计思路，我们需要的是一

个详案，能充分展示老师的实力，能重视本次活动，通过我们互相交

流，能起到互相提高的作用。

本次所选古文、习作例文较多，下面我就分别从不同的题材，不

同的文本来说一说修改意见，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

《搭船的鸟》是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精读课文，第五单

元是习作单元。这个单元的阅读要素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

事物的。习作要素是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教学这样的课文，

就是从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写作方法来指导学生完成习作。第二自然段

和第四自然段是文章的重点部分，第二自然段写了翠鸟的外形，翠鸟

的外形突出的特点是美丽，引导学生了解为了突出翠鸟外形的美丽，

作者抓住了哪些部分进行描写，梳理出抓住羽毛，颜色，长嘴等的特

点。学习了这个自然段，就让学生模仿着作者这种写作方法来完成一



个小练笔。比如：老师可出示小动物抓住小狗的可爱，小猫的调皮特

点，写一写小动物的外形。第四自然段写了翠鸟捕鱼的动作敏捷，可

让学生圈出来表示翠鸟捕鱼动作的词，然后说一说自己的体会。有条

件的学校，建议老师播放一段小狗吃骨头或小猫捉老鼠的视频，再让

学生运用一系列动作仿写的片段，让学生随堂练笔，随文练笔，落实

语用训练，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 中

指出：“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充分发挥育人课程育人功能。”如

何在这一单元的教学中，既体现课标理念，又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有

效，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精卫填海》是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一个小古文，这个单元是

神话故事单元，本单元的阅读要素是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

习作要素是展开想象，写一个故事。《精卫填海》短短的 35 个字，

却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生动感人的神话故事。授课时一定做好朗读的

指导。教学这个神话故事，我们要让学生想一想：文中哪些地方让你

感到神奇，你们想到了哪些画面，让学生想象、汇报，只有让他们插

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讲得更生动。在理解文本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设

计一些句式让学生进行练习，比如说精卫在填海的过程中间会遇到哪

些困难？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它会怎么做？面对别人的劝阻它会怎

么做？面对寒冬酷暑，他又是怎么做的？精卫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呢？在精卫填海的过程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情景？我们可以先给出

清晨时分，精卫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然后设计：夏天烈日炎



炎，冬天大雪纷飞，他都是怎么做的？你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

面？创设情景去体会精卫坚韧不拔的精神。

《母鸡》是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一篇精读课文。本单元的阅读

要素是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习作要素是写自己喜欢

的动物，试着写出特点。对于第二课时学习，让学生找描写母鸡品质

的关键段、提炼词语、自主学习。教师先指导学生学习第 5 自然段，

抓住关键词句，谈感受，体会作者对母鸡的敬佩之情。接着让学生运

用以上学习方法小组合作学习 6-8 自然段，这样由扶到放，学生结合

具体事例感受到老舍先生对母鸡的准确评价，体会到了作者对母鸡的

敬畏之情。对于对比阅读，体会写法。教师先出示《猫》一课的表达

特点，给出支架，让学生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母鸡》一课的表达特点，

归纳出两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大大降低了难度。

《司马光》是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是小学阶段

安排的第一篇文言文。本单元的阅读要素是学习带着任务默读，理解

课文的意思。习作要素是学习一件简单的事。第二课时学习时，老师

可出示学习要求，让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厘清故事的起因、经过

与结果。以“故事中的这些人在干什么”为任务导引，引导学生借助

注释、观察插图、联系旧知、展开想象等来理解文言文的大体意思，

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初步把握故事的叙事结构，实现对单元

语文要素“学习带着问题默读，理解课文的意思”的呼应与落实。

在学生讲故事的基础上，借助板书、连环画等，造成反复诵读的情



境，帮助学生背诵课文，积累语言，从而达成课后练习第一题后半部

分“背诵课文”的学习要求。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文言文的阅读与积

累是轻松且有趣的，从而排解学生学习言文言的畏难情绪，为后续的

文言文学习走好“开头的第一步”。

个性问题;

《精卫填海》

盖红霞老师：复习检查生字词活动中，老师设计了造句，并出示

了八个生字词。此环节可删去。第二课时安排内容太满，学生活动进

行不完，或者不能做到扎实有效。建议根据本班学情进行备课，可参

考名家教案，但不能照搬。

高静文老师： 教学环节中，师生承接读，训练学生正确的停顿，

读出节奏。但文言文，古诗文应该是音断气连，朗读时不能把一个句

子断开，老师读前几个词，学生读后几个词。另外，教学环节太过简

练，不能凸显老师是如何进行教学重难点的指导的，建议：呈现教学

活动时，可进行预设。

郭晓洁和李玉钊老师：观看视频及看图猜故事导入新课，应放在

第一课时。郭晓洁老师指导学生展开想象分角色扮演前，在想象环节

时，老师应提供帮助 。李玉钊老师、李战军老师、赵红卫老师设计

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不一体。

杨美想和解亚辉两位老师： 从提交的教学设计看，本文是一课

时完成的，根据学情及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两个课时。建议划分好



课时，根据学习目标做好课时安排。

《搭船的鸟》

高变荣老师共提交了两篇两个课时的教学设计，导致字体太小。

将作者的观察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小练笔中，建议老师呈现一段视频，

让生观察，用恰当的动词进行描写，从而降低了学生的难度。

建议郭新娟、李杰和李聚善三位老师在本课教学设计上对学生进行小

练笔的设计，要注重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黄汝芝老师第二

课时安排的学习内容太多， 实际上课时，会出现学习不扎实或者完

不成教学任务，建议第一课时学完前两自然段的内容。

《母鸡》

郭利平老师设计的导入语应该放在第一课时。第二课时建议复习

导入。

《司马光》

韩文文教学活动环节设计过于简单，整个教学过程应该没有完全

呈现出来。对于本课时的学习不能仅仅是对文本的学习，也就是停在

会读，会背，知其意上。

老师们，“送教下乡活动”平台让我们成为学习的同路人。在

教研道路上，一路同行,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