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
思(实用8篇)

环保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贡献自己的力
量。可以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环保问题做出深入的分
析和评价。以下是一份关于环保工作的总结报告，希望能对
大家的环保行动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一

投影出示：中国地形图。

师：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这是首都北京，我们南
宁啊，在这！再往南走，这就是西沙群岛。他像祖国的南大
门一样，是海防的前沿哨所。

放录像：西沙群岛。

师配合画面：那里的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海底更像是
奇妙的公园，海滩上有捡不完的贝壳，最有趣的是可爱的大
海龟，海岛上群鸟纷飞，绿树成荫。

师：作者是怎样描写这美丽的风光的，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有的生字是认识的，有的生字是不认识的，遇到难读的生字
你就多读几遍。开始读吧！

出示：海防哨所峡谷全身披甲威武插着海滩贝壳鸟粪

肥料守卫建设必将

师：把你今天才认识的生字读一读。

生读。



师：有些生字以前还不认识，一起读一读，注意字音。

生读。

师纠正字音。

学生连词读。

师：这些生字还要在课文里不断的见面，会越来越熟的。现
在就让我们和作者一起去游览西沙群岛。

投影出示画面。

师：我们来到大海边，哇！这里的大海有蓝的，绿的，淡绿
的，青的，杏黄的。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海水作
者用了什么词来形容。

生：深蓝的，青的，绿的。

师：还有哪个词。

生：瑰丽无比。

师：这样的海水真是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板书：五光十
色瑰丽无比）读一读。

生读。

师：多美的海水啊！想象着，再读。

生读。

师：那就让我们到这美丽的海水里再去感受。读，不出声。
不明白的举手老师帮助你。



生读。

师：谁来说？

生：为什么人们说西沙群一半是水，一半是鱼？

师：我也想问一下。

生：表示鱼很多，水也很多。

生：各种各样的鱼数不清。

师：嗯，这海里的鱼呀可有四百多种呢！接着说。

生：鱼成群结对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

师：感受到什么？

生：鱼非常多。

师：从成群结对感受出鱼很多。同学们，不同的词语同样能
让我们感到鱼很多。现在读一下我们喜欢的句子，待会儿读
给大家听。

生读。

师：谁来说说你喜欢的句子。

生：我喜欢“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

师：这句话带给你怎样的感觉，你就怎样读。

生读。

师：你还喜欢哪句话？



生：有的……有的……

师：这句话很长，来，喜欢这句话的同学一起来读一读。

生读。

师：听到同学们读书的声音，这些鱼就游来了，我们一起轻
声呼唤。

生读：有的……有的……

师纠正读音。

生再读。

课件：鱼笑了。

师：瞧，鱼笑了，好玩吗？

生：好玩。

师：这些鱼不光好玩，还能帮助我们记住课文。来，读一读，
记一记。

生读。

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二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我们第五册第五单元的一篇略读课
文。课文主要介绍了被誉为我国宋代小百科全书的《清明上
河图》这一古画的年代、作者、大小、画面内容及历史价值。

对于这篇略读课文的教学设计，我的想法是让学生通过在精



读课文掌握到的方法指导学习，掌握课文的重难点。因此，
我的通篇设计体现出学生通过哪些方法掌握到了哪些知识点。
从课堂实施看，学生对方法的掌握是不错的，他们能够利用
学到的方法学习、交流对本课的理解、感悟。课堂上，我欣
喜地看到学生的进步。他们越来越勇敢，敢于说出观点，表
达个性想法，表达能力有所进步。这节课成功之处体现在：

设疑---探究---评价---生成---应用，在本课，最大的设疑
重点是：你从哪里看出这是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围绕这个问
题进行探究与评价。我在合作学习2-4自然段过程中，让学生
通过探究的形式解答本课疑惑：你从这一段的哪些句子或词
语中体会到这幅画确实了不起，能名扬中外。以这一问题贯
穿全文的学习。

在开始学习新课之前，我让学生回忆前面学过的几篇课文，
我们都是利用什么方法进行学习的，然后小结学法：图文对
照法、找中心句、重点语句感悟法。接着让学生根据学法，
四人小组合作学习第2——第4自然段。最后让学生以小组的
形式进行学习汇报。整个过程，老师边扶边放，学生自读自
悟，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并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习作
者的写作方法，如第二自然段的句式：“有……有……
有……有……”第三自然段的句式：“有的……有的……有
的……”。

这节课的不足之处：评价欠缺，因此本课的核心点---让学生
理解为什么这幅画能名扬中外就落实得没这么好。对教材的
研读，对重难点的把握，课堂的突破，仍是我需要努力的方
向。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三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要让学生通过阅读
课文和观察画面，初步了解《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和艺术价
值。在教学中设计了以下活动: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助学提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借助拼音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并用“——”画出这幅画
的画名、作者、年代、大小。

精读课文，感受形象助学提示：找一找课文写了画面上的哪
些内容，用“~~~~~”画出来，可以在组内交流一下。

学生们在优美的古琴声中欣赏了这幅名扬中外的《清明上河
图》，图、文、声相结合，感受《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
激发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讲课结束后反思一下有很多
不足之处，虽然讲到了课文中的“有的……有的……有
的……”是排比句，但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给学生练习造句
的时间，在今后的`教学中会将讲与练结合起来，给学生更多
的时间，让学生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我小学就学过的课文，经过多次课改，保留至今，
足以说明它不但文字优美，而且画面优美，足以代表中华文
化的精髓。这节课我是用班班通出示课件，一幅动感十足的
《清明上河图》，让我们欣赏到一幅来自八百年前的图画，
画上的五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各行各业都有，说明张择端
深入生活，，仔细观察，把街市的热闹场面描写的逼真传神。

学生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加上配乐朗诵，学生们连勾代
划，把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分享给同学，。认真寻找小毛驴受
惊的`场面。“找到了！”不知哪个孩子喊了一声。“在哪？
在哪？”孩子们的投入令人欣慰，他们已经开始学着自主学
习，共同分享了。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五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介绍了被誉为我国
宋代小百科全书的《清明上河图》这一古画的年代、作者、



大小、画面内容及历史价值。教学中，我本着略读课文的教
学原则，让大家根据课题质疑，学生提的问题还真不少，比如
“这是一幅什么画？”、“这幅画的作者是谁？”“这幅画
都画了些什么？”“为什么说它名扬中外？”读第2自然段时，
重点引导学生看图上画了哪些人？选择感兴趣的人物多读读，
并从画面上找出来，边读边对照；再让学生理解该处省略号
的用法，想象补充省略的人物说一说。读第3自然段，重点理
解画中人物的“形态各异”。读第4自然段，引导学生看画面，
编情景故事，体会画的“传神”。引领学生欣赏并了解了古
画的内容，最后，我向学生展示了一些有关《清明上河图》
的工艺品，激发他们的兴趣。回顾整个课堂教学，它让学生对
《清明上河图》这幅古画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我在想，
这么一幅气势宏大的古画，作者如何将它写下来呢？还应适
当指导学生去发现并感悟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六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名画，课文的插图非常的小，孩子们
如果不能欣赏这幅名画，对于学习课文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于是课前让孩子们搜集关于这幅画的相关资料。然后，在课
堂教学的过程中赏读第二、三、四自然段。孩子们就可以把
文章读出画面。让孩子们看图读文，细细赏读课文的第二、
三、四节，把你看到的、读到的感受再和大家交流交流。画
面展现街市上的热闹场面及桥北头的场景，学生边读文边看
画，然后交流：学生有的从“五百多人”“三百六十行”七个
“有”等词句赞叹画家画技的高超，有的还从画面中找到了
农民、商人等各种行业身份的人，还有的从画中传神地捕捉
了生活情景而由衷感叹这幅画确实名扬中外。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七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要让学生通过阅读
课文和观察画面，初步了解《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和艺术价
值。在教学中设计了以下活动：



活动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助学提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课文，借助拼音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并用“——”画
出这幅画的画名、作者、年代、大小。

活动二：精读课文，感受形象助学提示：找一找课文写了画
面上的哪些内容，用“~~~~~”画出来，可以在组内交流一下。

学生们在优美的古琴声中欣赏了这幅名扬中外的《清明上河
图》，图、文、声相结合，感受《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
激发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讲课结束后反思一下有很多
不足之处，虽然讲到了课文中的“有的……有的……有
的……”是排比句，但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给学生练习造句
的`时间，在今后的教学中会将讲与练结合起来，给学生更多
的时间，让学生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

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篇八

在我国灿烂的艺术瑰宝中，《清明上河图》是一颗璀璨的明
珠，有人称它为我国宋代的小百科全书。《一幅名扬中外的
画》这篇课文，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这幅古代绘画作
品。

由于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教学时，我把握略读课文的教学
要求，“粗知文章大意，不求斟字酌句。”的原则设计以下
三大教学环节：

1、让学生通读课文，了解古画的内容。我努力为学生营造一
种张扬祖国灿烂文化的氛围，让学生融入其中。课的开始，
我让学生欣赏《清明上河图》，并配上简介，将学生带入画
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学生了解古画的兴趣。然后，我以
“古画到底画了些什么呢？”这一个大问题指导学生自学课
文二，三，四自然段。然后以朗读的形式反馈自学情况。在
反馈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进行适当的拓展，如：二，三自然段
让学生读“有……有……有……”、“有的……有的……有



的……”。读完书上的内容后，我继续指名引读“有的……
有的……有的……”，并学以致用，进行口语交际，用“有
的……有的……有的……”说句子。重点讲第四自然段情景
描写，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学习使用“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
写一个场景。

2，抓住课文的题眼，引导学生了解古画的价值。欣赏并了解
古画的内容后，我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一幅名扬中外
的画学生谈到了画面展现街市上的热闹场面及桥北头的场景，
他们从“好几百人”“三百六十行”七个“有”等词句赞叹
画家画技的高超，有的还从画面中找到了农民，商人等各种
行业身份的人，还有的从画中传神地捕捉了生活情景而由衷
感叹这幅画确实名扬中外。这一教学过程在充分关注学生个
体读书感受的基上，真正了解了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

3、课外拓展，通过图片、视频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