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约分教案反思 秋天的图画课说课稿
教学反思(实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约分教案反思篇一

本篇课文描写了北大荒秋天的自然风光和丰收景象，我以课
文的最后一句话引入，围绕一个“美”字展开教学。然后我
让学生反复品读语言文字，感受北大荒秋天天空一碧如洗，
小河清澈见底，原野热闹非凡。

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作者用许多表现色彩的词，细腻生动地
描摹出了景物的特点。我问学生：“这一小节中，你喜欢哪
个句子？为什么？”学生很快找到了这句话：这些流云在落
日的映照下，转眼间变成一道银灰、一道橘黄、一道血红、
一道绛紫，就像是美丽的仙女在空中抖动着五彩斑斓的锦缎。
接着，我让学生细细品读句子，想象意境，读着读着，学生
都能抓住“银灰、橘黄、血红、绛紫”这四个色彩的词，感
悟到流云色彩的变化多端以及流云色彩的美，从而感受到天
空的一碧如洗。这时，我结合课后第四题，让学生再找几个
这种类型的词。学生因为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很快就能
说出几个，如“雪白、火红”等，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色彩
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学生的生活经验是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资源，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起来。



约分教案反思篇二

《秋天》是一篇自读课文。当代诗人何其芳在诗中描绘了一
个个生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乡村风景图。诗的
意境优美，语言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学习此文既可得
到文学艺术的滋养，又可得到审美的陶冶，更能激发学生热
爱美好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在品秋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从三幅画面中选择一幅自己最
喜欢的画面展开想象，将诗中画面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出
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学生整体感知诗歌内容的过程，是一个
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个问题的设置应该说有一定的难度，
考虑到这一点，我同时在设计课时，准备了第二套方案来降
低难度，也就是在学生回答有困难的时候，出示多媒体课件，
根据极简单的景物，描述出一幅动人的画面，在这个过程中
重在教给学生描写的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种降低难
度的方法确实为学生打开了思路，也迸发了许多灵动的火花，
出现了许多精彩的片断。但就总体而言，似乎并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我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年龄尚小，对于七年级
的学生而言，他们可能更易于接受图片这种直观的形式，而
对于诗歌凝炼的语言，似乎还嫌抽象。此外，提到的渔家、
原野的秋天，这些离学生实际生活较远，学生直接经验不足，
间接经验又不够，理解起来自然困难。

在品析美词这一环节中，我着重请学生谈自己的看法，教师
只做必要的指导。应该说，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品析的相对
到位。但场面显得平静，过于有条不紊，没有适时激起学生
之间的问题矛盾，没有形成激烈探讨的场面，这也限制了学
生多角度的思考问题。

每一堂课我都认为应该给学生一个质疑问难的机会，因
为“学贵有疑”，正所谓“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
真正对课堂提出问题的学生才是真正走进文本，有着独立思
考意识的。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很遗憾，我在这一节课上却



缺少了这一环节。

总之，由于各种原因，总觉得这课的教学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课堂没有真正活起来。

秋天原文欣赏

何其芳

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珠，

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

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

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

秋天栖息在农家里。

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

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柏叶的影子。

芦蓬上满载着白霜，

轻轻摇着归泊的小桨。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

草野在蟋蟀声中更寥阔了。

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洌了。

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



那满流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

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约分教案反思篇三

说明文教学很容易就会上成一堂物理课或者是生物课，而我
认为语文课既然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那么，努力
挖掘教材的人文内涵，以文悟道，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让学生能一课一得，则是语文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所以在讲授课文的最后，我预设了一个课堂练笔环节。
首先，结合着课文中优美的景物描写和学生日常生活中对日
出相对比较熟悉的情况，利用多媒体播放日出过程的视频片
段，接着让学生做了一个写作练习，并做了适当点评。

想学好一篇说明文，就必须有方法。阅读说明文应从何入手，
先要给学生明确：说明对象，说明方法，说明顺序，说明文
的语言。这五点是学习说明文必须掌握的，贯穿了一篇说明
文的始终。这些说明文的共性问题，在上一个单元中就已经
讲得足够详细了，而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教学则是作为回顾



复习、查缺补漏来处理。在整个教学中，我反而用比较多的
时间来让学生感受、寻找这篇文章与一般说明文的不同之处，
也就是说这篇说明文的个性——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性语
言，展现落日的美。在处理这段描写时，我首先发问：“说
明文语言一般较平实，修饰性的成分比较少，但说明文中可
不可以有描写语言呢?”“说明文中添加描写成分作用是什
么?”在一问一答中能使学生明白描写能是说明文语言更生动
形象，具有可读性。

约分教案反思篇四

《秋天》是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通过描
写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和一群大雁往南方飞
这两个场景，说明秋天已经来到，表达了一种对秋天的喜爱
之情。

本课语言优美，情感丰富，学生要反复地对课文进行有感情
朗读。因为是学生初次学习课文，学生认字也不多，因此，
教学过程重在引导学生喜欢阅读，能有自己简单的体验。在
教学中，我安排了随文识字，同时针对低年级孩子，我适当
地陪上图画等帮助孩子理解课文，这样会更形象，有利于孩
子注意力的几种。

约分教案反思篇五

这篇文章写得很美——文美、境美、情美。字里行间流露出
作者对北大荒无比的热爱之情。教学这篇课文时，我就采用
以画促读的形式引导学生感受这片景，体会这份情。

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描写的是北大荒天空的美。教学时，我先
画了蓝蓝的天空，当学生读好了流云变换的句子时，我说，
老师要变魔术啦，接着，我用彩笔当场画上了流云，同学们
惊奇地喊着：哇，一道银灰，一道血红，一道绛紫，真好看
啊！学生自然而然地读好了这一段文字。



看到图画帮助学生读好了天空，教学第三自然时，我灵机一
动，鼓励小朋友拿出自己的笔进行画画。他们边读边画小河、
小鱼、波纹……学生作画的兴趣很浓。然后，当我请他们朗
读的时候，我感觉到同学们已来到了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
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美景呢！

看来，如果在朗读前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去感知教材，感
受课文所表达的情境与情感，学生一定能有感情地读好课文。

约分教案反思篇六

苏教版第六册第8课《李广射虎》是一篇“文包诗”式的课文，
文章通过描绘卢纶的《塞下曲》一诗的情境，来帮助学生理
解古诗的内容和意境。

诗的后两句是“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课文对诗末句
对应的描述是“那白羽箭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任将士们怎
么拔也拔不出来。”课文作者把“没在石棱中”解释为“深
深地扎进了石头里”，从表现李广将军的神勇无比来说没有
原则性的错误，但如果要帮助学生理解原诗却不妥当。“石
棱”的“棱”在新华字典上有两个解释：一是物体上不同方
向的两个平面接连的部分；二是物体表面上的条状突起：如
瓦棱。诗中的“棱”字显然应取第一种解释，是石头的面与
面的相交处，国画中有山石纹理一说，这里的石棱就相当于
山石的纹理处。

当堂教学时，我直觉地感到文中的解释不妥，因为一支靠人
力射出的箭硬生生没入顽石中且使训练有素的将士也拔不出
来，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描写，不是流传有绪的历史故事。
当时我对学生说，我们读书一定要有敢于怀疑的精神，书上
说箭深深地扎进石头我觉得不妥，我们把它改成石缝吧（因
为我怕学生不理解什么才是石头面与面的相交处），学生很
支持我，就按我的改法把句子重读了一遍。



课后，我再细细一想，才感到我的改法比原文还差，如果
是“石缝”则必然有大有小，且李广即使射进很小的石缝也
让人感到少了几分神力。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课文的句子
改为“那白羽箭深深地扎进了石棱里”，然后老师再在黑板
上画一幅简笔画让学生理解何谓“石棱”，它与“石缝”有
何不同。这样既未改变诗句的原意，又让学生多积累了一个
很有用的词－－石棱，它简洁而准确地表达出了石头某一部
分的位置，简直找不出第二个同义词了。

做语文老师的也许就要在这些小处着力，才能用智慧点燃智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