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2023 年狐假虎威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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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课文有很强的故事性，我在课堂上没有对课文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讲

解，以看图、朗读、表演等方式展开教学活动，并重点抓住几个词语，作为课文

的主线。 

  1.看图抓课文的主要内容。 

  两幅图生动有趣，学生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再看图，完全能把握课文的主

要内容。 

  2.抓住词语进行朗读感悟。 

  针对“狐狸”，我抓住了“窜”、“骨碌一转”、“扯着嗓子”、“神气活

现”、“摇头摆尾”这些词语，训练学生朗读的语感，并进行前后对比，突显狐

狸的狡猾本性；针对“老虎”，我抓住“愣”、“蒙”、“跟”三个字，表现出

它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的本质。学生通过对词语的理解，展开朗读和想象，感悟

课文内容。 

  3.意外的课堂生成 

  在学生朗读和表演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减少拘束，我退出讲台，指导学生

进行评价，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的评价中肯，朗读和表演也轻松随意，

放得很开。 

  我在设计教案时，为了避免学生因为回答不上问题而设计了很多的“台阶”，

如：引出“窜”字时我问：狐狸是怎样经过老虎身边的？这类问题似乎过于简单，

而这样的问题一多，步步将学生引入教师的预设，缩小了学生思考想象的空间，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也使得我的课有点流于表面的热闹，缺少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此为我课后深

感遗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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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威风吓跑森林中

百兽的经过。 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借助别

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

质，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自己的视线。其中的语言特色也值得我们关注的，特

别是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生动，十分逼真。 

  一、角色体验，挖掘人物内心。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重在对学生两个主角的内心进行探索，挖掘文字以下的

内容。需要学生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

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我主要是采用采访的形式进

行，如：“狐狸，你的眼珠子在骨碌一转，你在干什么啊?”“老虎，你刚才怎

么愣住了，你心里在想什么？”“老虎，你的表情怎么呆住了，你在想什么？”

等问题，让孩子体会当时狐狸和老虎的内心活动。让孩子进行有效地思维。也同

时避免了老师简单的说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设计的本课的亮点之一。上下来

学生也能说出他们的内心想法。看得出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故事还是比较了解

的。 

  二、创设情景，进行表演。 

  在教学 7、8两小节的时候，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

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没有直接让学生去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

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而是让学生通过表演展现出来。再让学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生自己自由读词，再放入句子中，指导读好句子，一气合成。也为之后的表演片

段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利用精心设计的表演单元，由小组长带领，依靠大家的力量，来

参与演出。演出对文本的理解，既突破了教学重点，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协调能力，质疑和解疑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 

  三、首尾呼应，巧设问题。 

  本课我是由“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开始，再由“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结束。

中间紧紧围绕着“借”这个字开展的。由“狐狸为什么要借？”引出第一段。到

“狐狸怎么借的？”引出了 2-6 自然段。“狐狸借的结果怎么样？”引出 7、8

两段。 

  “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

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解“狐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

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去，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

“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

成语的意思，突破这篇课文的难点。 

  四、识字教学，寻找规律。 

  在本课中，我教学了两个生字“假”和“借”。我的本意是让学生找出它们

的共同点（都是单人旁）和不同点（虽然都是单人旁，但是他们在田字格的位置

不同），还有记忆的方式。比如（结构法、旧字记新字等）  

  学生在教学中一下子就找到了相同点，但是不同点，都是围绕着字的构成部

分中容易写错的来提醒大家。没有答到点子上，觉得很可惜。当时我也不知道该

怎么引导，我就直接告诉了学生它们的不同点，觉得比较生硬。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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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假虎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

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压别人的事。其中字词的掌握以及

老虎和狐狸的对话部分是重点，而了解总结出“狐假虎威”的含义是难点。因此，

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根据课文的要求，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如下： 

  一、创设情景，以演促读。 

  通过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的朗读貌似，

而且更要求神似。需要学生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

课文中人物的心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在指导学生

认真预习，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概内容的基础上，引领学生深入体会重点字词，

仔细揣摩老虎和狐狸的内心，然后通过朗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引导学生

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

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

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己把句子演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句句子

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边读边演，再让同桌之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通过创

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了句子，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在指导

学生朗读第二自然段时，提示小朋友读的时候注意旁白部分，帮助学生运用动作、

面部表情进行朗读表演，初步掌握朗读技巧，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课文内容，

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有所悟。 

  二、巧妙设问，理解成语。 

  学完第八自然段进行提问：“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

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

解“狐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

去，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

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突破了这篇课文的难点。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只要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围绕教学目标突出

重点，抓住字词理解突破难点，引领学生自觉、自主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就是

教学语文的最好方法。当然，每一次的教学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课堂

上往往为完成预设的教学过程，会忽视一些孩子的回答，或者是一些困难学生。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还需时时关注每一位学生，每一个回答，真正体现以“学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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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假虎威》是苏教版第四册的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着老虎的

威风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的力量吓唬人，

其实自己并没有本事。这样的课文，教学的重点放在哪儿？又该如何突破？想了

又想，觉得还是该回归“原始地带”——体验角色，深化情感。 

  一、查一查 

  语言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要让儿童真正理解语言，除了听一听、看一看、摸

一摸、嗅一嗅以外，还得让学生做一做。__中有好多词语的意思，学生是一知半

解的。如“假、蒙、窜……”我一直认为低年级的学生应养成的良好习惯，因为

能为我们的阅读教学“插上翅膀。”因此在课上，我让学生独自查了“假、扯”

的意思，并选出符合文意的正确解释。 

  二、演一演 

  情境表演是儿童最受欢迎的表现形式。《狐假虎威》是篇声情并茂的__，用

表演的形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化抽象为形象，化难为易。教学课文的

7-8 小节时，我学着于永正老师请 5 位学生分别戴上了老虎、狐狸、小鹿、兔子

和野猪的头饰表演，一位学生朗读课文，其余的学生当导演。学生把狐狸的神气

活现、摇头摆尾；老虎的半信半疑、东张西望表演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这也

就反映出学生已经把课文内容读懂了。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三、说一说 

  “读”是对信息的输入，而“说”应该是对信息的输出了，培养学生口头表

达能力，是我们二年级语文组本学期的教研课题。教学过程中，我始终把读与说

结合起来并加强训练。学生表演 7-8 小节时，我让台下的学生当导演，说一说：

狐狸和老虎谁在前，谁在后？小鹿、兔子和野猪应在什么地方？采访了小鹿，问

它究竟为什么跑？害怕谁？还采访了老虎，问它东张西望什么？  

  低年级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老虎告诉我：它在看看小动物们是不是真的

怕老虎。小鹿告诉我，它其实不怕狐狸，最怕的是老虎。学生的回答对于寓意的

理解已经势如破竹。 

  课上完了，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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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创设情景，让学生进行表演。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的朗读貌似，而

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

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如：引

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

学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再让

学生自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己把句子演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

句句子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边读边演，再让同桌之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

通过创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句子，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在指导学生朗读第 2 节时，提示小朋友读的时候注意旁白部分，帮助学生运

用动作、面部表情进行朗读表演，初步掌握朗读技巧，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

课文内容。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有所悟。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第二部分：巧妙设计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成语的含义。 

  围绕第 8自然段进行提问。“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

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

解“狐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

去，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

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突破这篇课文的难点。  

  整个课堂使用了参与教学，合作教学，兴趣教学，自主教学，活动教学和媒

体教学等策略。运用了分组，个别指导，五官体验，尝试，鼓励，活用资源，实

践表演等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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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假虎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

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压别人的事。其中字词的掌握以及

老虎和狐狸的对话部分是重点，而了解总结出“狐假虎威”的含义是难点。因此，

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根据课文的要求，学生的实际情况，我教学特点设计如下: 

  第一部分，通过小组合作，让学生自学生字、词。 

  经过一年的学习，学生已经具有很强的自学生字的能力，学生拥有熟练查阅

字典的能力和极强的'阅读能力，对于字词已经无 须 老师一一来讲解了。对于

生字的教学，则放弃原先的统一教。代之是充分发挥学生自学能力，小组合作学

习的能力。课前我精心设计了预习练习，布置学生认真预习本课生字，课上让学

生四人小组一起学习，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听取尊重他人的见解，帮助有困难

的学生，成为为完成同一学习任务作出努力的合作伙伴。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

由小组长带领，依靠大家的力量，运用各种方法来识记生字。既突破了教学重点，

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学习工具能力，质疑和解疑的能力，以及表达能

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第二部分，创设情景，让学生进行表演。 

  通过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的朗读貌似，

而且更要求神似。需要学生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

课文中人物的心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我又指导学

生认真预习，熟读课文，了解了课文的大概内容。课堂上，再 通过 老师的主导

作用引领学生深入体会重点字词，仔细揣摩老虎和狐狸的内心，然后通过朗读淋

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

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四个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己把句子演

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句句子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边读边演，再让同桌之

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通过创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了句子，提

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 

  在指导学生朗读第二自然段时，提示小朋友读的时候注意旁白部分，帮助学

生运用动作、面部表情进行朗读表演，初步掌握朗读技巧，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有

所悟。 

  第三部分:巧妙设计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成语的含义。 

  围绕第八自然段进行提问:“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又

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解“狐

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去，慢

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形式，逐

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突破了这篇课文的难点。 

  整个课堂使用了参与教学、合作教学、兴趣教学、自主教学、活动教学和媒

体教学等策略，运用了分组学习、个别指导、五官体验、尝试、鼓励、活用资源、

实践表演等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把课文内容形象、生动地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再现了出来。“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只要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围绕教学

目标突重点，抓住字词理解破难点，引领学生自觉、自主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就是教学语文的最好方法。当然，每一次的教学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

课堂上往往为完成预设的教学过程，会忽视一些孩子的回答，或者是一些困难学

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还需时时关注每一位学生，每一个回答，真正体现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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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课时，我设计了一个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的环节： 

  师：老师要先请 9位同学每人读一个自然段，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听听，你

最喜欢谁读的那句话或那个词，敢不敢挑战一下？ 

  生：敢！ 

  师：那就先请大家准备一下吧！ 

  ······ 

  生 1：我最喜欢谢绍凡读的“茂密的森林”，觉得很神秘 

  生 2：我最喜欢周浩源读的“狡猾的狐狸眼珠子骨碌一转，扯着嗓子问老虎”

好像狐狸正在我们眼前转折眼睛呢！ 

  反思：在这个读书环节中，读的同学读得很用心，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别人

的称赞，而听的小朋友呢也听得非常的认真，只有这样才能听出谁读的好，说出

自己“最喜欢”谁读的，而且这是他们很乐意去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

主动性得到了有效地激发，自然读书的效果也会好得多，“我要读”比“要我读” 

肯定是要让课堂写的轻松和有效地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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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是一篇寓言故事，也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老虎的威风吓

跑了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得力量吓唬别人，其实并没有真

本事，语言讽刺了仗势欺人者的奸诈狡猾。我认为这篇课文有很强的故事性，所

以我在课堂上并没有对课文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只是给学生充分的朗读

空间，让孩子们在朗读中自己去感悟课文，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在指导学生认真预习，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概内

容的基础上，引领学生深入体会重点字词，仔细揣摩老虎和狐狸的内心，然后通

过朗读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针对故事中的“狐狸”，我抓住了“窜”、“骨

碌一转”、“扯着嗓子”等这些词语，训练学生朗读的语感，突出狐狸的狡猾模

样；而针对“老虎”，当然就抓住“愣”、“蒙”、“松”、“跟”这四个字，

表现出它的智慧不足之处。又如：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

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

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

己把句子演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句句子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边读边演，

再让同桌之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通过创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

了句子，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在

丰富多彩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有所悟。同时巧妙设问，理

解成语。 

  学完第八自然段进行提问：“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

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一系列问题，是帮助学生理

解“狐假虎威”的意思的关键。就像一个坡度，让学生一点一点，不知不觉走上

去，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的

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突破了这篇课文的难点。  

  当然，每一次的教学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课堂上往往为完成预设

的教学过程，会忽视一些孩子的回答，或者是一些困难学生。因此，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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