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赵州
桥第二课时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赵州桥》是三年级上学期第五单元的一篇课文。它从美观
和坚固两方面介绍了闻名世界的赵州桥。赞美了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课文共分四段。第一段写赵州桥的地点、桥名、设计建造者、
建造年代。第二段讲赵州桥的坚固、雄伟。这与它的独特设
计是密不可分的。围绕“设计”这个重点词，课文先写了赵
州桥设计的特点，再写这样设计的好处。第三段重点词
是“美观”。介绍赵州桥美观时用“有的，有的，有的，所
有的，”的句式，把栏板上龙的图案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
传神。第四段讲赵州桥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表现了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掌握归纳文章内容的方法。前面
的学习有所设计，但不深入，这里需要重点教学。阅读前可
抓住“要让别人了解赵州桥，你觉得文中哪些内容必须要介
绍的？”这个思考题让学生先来谈谈，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
教师应进行梳理并板书。另外让学生学习了本课以后知道我
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的国家，学习古代劳动人民用自己
的智慧和才干发明创造，所以本课也是很好的民族精神教育
的课例。

1知道赵州桥是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及它坚固、美观的特点。理



解赵州桥设计的独创性及其作用。

2学生初步学会抓重点词句理解一段话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
的朗读能力、说话能力、思维能力。

3感受赵州桥坚固、美观的特点，体会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
才干。从而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1指导学生运用重点词理解一段话的方法学习课文是本课时的
教学重点。

2理解赵州桥设计的独创性及其作用是本课时的难点。

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学习课文3、4段，重点理解课文第3段。

挛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所以闻名世界，是因为桥的设计雄伟、
坚固，是世界建桥史上的一个创举。赵州桥不但雄伟、坚固，
还十分美观。请同学们自由朗读第3段，看赵州桥是怎样的美
观。

·

1．思考并讨论：(1)这一段是围绕哪一句话来写的？主要写
了什么？

“美观”一词又概括了本段所写的桥的另一个特点。

2．默读课文，看看课文是怎样写出桥的美观的？

(1)课文中写了大桥哪一部分的美观，它是怎么写的？指名读
有关句子。



板书：雕刻精美有的有的还有的

(2)“似乎”是什么意思？用“似乎”口头造句。

3．分析句子：

用投影片出示句子：有的……有的…还有的……所有的……。

(1)齐读投影片上的句子。

师：这段话中有两个分号，表示连接的三个句子问的并列关
系，并列地写出了三种龙的样子，最后一句是前面几句的总
的说明。这种写作手法是“先分后总。

如果把最后一句调到前面去，请同学们读一读，是否可以？
这

里的写作手法是“先总后分”。

4．对照投影片上的图案引读课文。

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_______。桥面两侧有_______，栏板
上雕刻着_______：有的______有的______还有的______。所
有的龙_______，真像_______。

5．作者写赵州桥的美观，为什么只写了桥面两侧石栏板上雕
刻的图案？

(因为石栏板上雕刻的三幅神态各异、象活的一样的龙的图案，
最能说明大桥的美观，最能突出主题，所以只选择这一部分
写。)

6．练习背诵课文第3段(基础较差的班级改为读第3段)。

赵州桥不但雄伟、坚固，而且精致美观，充分体现了我国劳



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请同学们齐读最后一段。

1．齐读第4段。

思考讨论：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

小结：这一段是课文的总结，告诉我们赵州桥是我国的宝贵
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心更明确。

(万里长城、北京故宫、苏州林园、杭州六和塔、灵隐寺、大
禹陵、保国寺、国清寺等)

我们的祖先建造了许许多多闻名于世界的建筑物，对此，你
们有什么想法？

(这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干，说明了中华民族是勤
劳智慧的民族，曾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要弘扬民
族精神，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自强自立从小刻苦学习，练
好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课文学完后，可结合学习单元提示，以明确单元训练重
点。)

1用“设计”、“似乎”书面造句。

2．完成课堂作业本中第6、7两题。

3．课堂小练笔：围绕一个句子写一段话。

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1、理解感悟赵州桥是世界闻名的石拱桥，理解赵州桥设计的



独创性及其作用；

2、学习作者介绍事物的方法，会有一定条理地介绍赵州桥；

3、感受赵州桥坚固、美观的特点，体会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才干，激发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1、理解赵州桥世界闻名的原因；

2、学习作者介绍事物的方法，会有一定条理地介绍赵州桥。

多媒体课件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第一段，了解到了赵州桥的一些
基本信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齐说。

2、谁能用这些词语连起来介绍一下赵州桥。

3、在第一段中有一个词语是对赵州桥高度的赞誉，是哪个词
语——世界闻名（板书）你知道，我知道，中国人知道，外
国人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世界闻名。

赵州桥为什么会世界闻名呢？默读课文的2、3两段，拿起笔，
把你认为最可以说明赵州桥世界闻名原因的语句画下来。

交流

（一）赵州桥的样子

（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
拱形的大桥洞，横跨在三十七米多宽的河面上，大桥洞顶上
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

1、谁来读一读让我们知道赵州桥的样子？



3、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赵州桥是一座_________桥，（板
书：雄伟）我们一边读，一边拿出手把雄伟的赵州桥勾勒出
来，看看还要画什么——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
个拱形的小桥洞，一边一个才叫各自。

4、谁能看着这座桥，把赵州桥的样子说出来，我们一起来试
一试。

（二）赵州桥的设计

（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
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
节省了石料。）

2、指名读，正音

3、理解“创举”：

有谁知道创举的意思？——从来没有过的举动。你是怎么知
道的？借助工具书理解词语是个很好的办法。

老师这儿有两个句子，一个是错误的，你知道是哪个吗？为
什么？是首创而且有代表意义。

课文中的这个“创举”指的是什么呢？你真厉害，创举指的
就是四个小桥洞。

3、这种设计是世界桥梁史上的首创，真是前无古人呀！虽然
后有来者，但外国最早建造的这种桥也比赵州桥晚了整
整1100年，把你此时的心情读出来，更多的是对赵州桥的赞
美。

4、赵州桥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400多年岁月的
变迁中，赵州桥又经历了什么呢？谁来读一读（据统计，



这1400多年，它经历了10次大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今
天依然安稳地横卧在洨河上。）

5、赵州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石
拱桥，这都得归功于它巧妙的设计！真是一举两得，怪不得
洪水冲不垮他，地震威胁不了他，让我们怀着对桥的赞美，
再来读读这句话：“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
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
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

（二）从精美图案理解美观

我们既了解了赵州桥的独特设计，又了解了这种设计的巧妙
之处。课文学到这里，我们就会觉得赵州桥世界闻名真是名
不虚传。如果我们走近赵州桥，就会发现它的另外一种魅力。
它不仅设计巧妙，而且还很——美观，赵州桥的美观体现在
哪些地方？图案各不相同，非常美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

（1）动作演示：拿出你的手，现在它们就是两条龙，怎样是
相互缠绕，试着做一做。不仅是这样，它们的嘴里还——吐
出美丽的水花。

（2）指导朗读。谁来把这两种龙的姿势读给大家听。

2、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

（1）请两个同学来演示一下，先把前爪相互抵着，重点还
要——回首遥望，看的再远一点，再远一点，这才叫——回
首遥望。

（2）指导朗读。谁能根据画面和文中的句子所描绘的内容，
读出图案中龙的神态。



3、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理解“戏”，“戏”是什么意思？

4、这些词语把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起来读
这些词语。真的是——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了一
样。

5、指导朗读：

（1）同学们，龙在我们眼前活灵活现，怎样把活的感觉读出
来呢，同学们自己看着课文先试一试。

（2）能工巧匠们把龙雕刻活了，作者把石龙写活了，你能把
这些文字读活了吗？

（3）能不能推荐谁来读，也可以毛遂自荐，请你来（生读）。

（二）背诵

1、自由背

听了你的朗读，大家都陶醉了，让我们把这栩栩如生的图案
记下来，瞧——我们一边看着图片，一边试着背一背。

2、根据提示背诵。

（1）指名背。谁愿意来试一试？

（2）齐背。现在我们正漫步在古老的赵州桥上，我们慢慢地
欣赏着精美的图案吧！——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
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有的刻着……；还有的刻
着……。所有的龙……。

2、句子的前半句总结了前一个自然段的内容写赵州桥的坚固，
后半句引出了下面的内容（又提示大家这个自然段要讲的是
赵州桥的美观），像这样既总结了前面的内容，又引出了下



面的内容，这样的句子我们叫它——过渡句，在这里起——
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它记在语文书这个句子的旁边。

1、请大家默读第三自然段，想一想写桥的美观是围绕哪一句
话来写的?——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2、课文写了几种精美图案，用的句式是“有的……有的……
还有的……”三个句子写出了三种龙的样子。

3、最后进行小结——所有的龙……

4、看看这一节是按照总起、分述、小结的顺序写的，围绕一
个意思，把内容写具体。

6、交流。

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匠，他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建造了这样一
座桥，而且这座桥建造在远离今天一千四百多年前，举世闻
名，课文的结尾由衷的赞叹：赵州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加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生读——赵州桥不仅世
界闻名、历史悠久，还坚固美观，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
智慧加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到河北省赵县的洨河上看看这样一
座——世界闻名的桥。

学习围绕一个意思，把内容写具体的方法，写写家乡的一处
古建筑。

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4、黄山奇石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段落，黄山奇石教案及反



思。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黄山有哪些著名的奇石，从文字和图
片中感受它们的样子。

3、正确认读十八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十个生字。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黄山有哪些著名的奇石，从文字和图
片中感受它们的样子。

2、正确认读十八个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十个生字。

课件

2课时

第二课时

我们的祖国幅原辽阔，景色秀美。有灵动的流水，广袤的森
林，辽阔的草原，险峻的高山。著名的黄山风景区在我国安
徽南部，"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四
绝之一的"怪石"是大自然巧夺天工和人类奇思妙想的结晶，
吸引着中外游客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今天，我们继续走进
《黄山奇石》。

板书课题，学生读。

1、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中认识的字朋友。课件出示词
语，指名读，齐读。

2、课件出示生字，开火车读，第二遍组词读。

1、同学们字认的很好，相信课文读的也很棒，下面把书打
到12页，把课文朗读一遍，注意读准字音，不多字，不少字，
要停顿得当。



学生自由读课文。

指名分段朗读。

2、理解第一段。

指名读第一段。

提问：第一段时告诉了我们黄山的位置，谁能说一下它在哪
里?

学生回答。

问：谁知道"闻名"的意思?

结合课件引导学生注释在书上。

问：黄山最有趣的景色是什么?

学生回答。

课件出示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
这句话，解释"尤其"的意思，出示，尤其句式，学生练习说
话。

3、学习第二段。

师：第一个介绍的是什么怪石?

学生答，出示图片，板书"仙桃石"。

问：为什么叫它仙桃石?

它是怎么来的?



学生答，课件出示"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
山顶的石盘上。"请学生找出其中表示动作的字，引导学生做
上标记，并重读这两个字。

学生试读，指名读，示范读，齐读。

4、学习第三自然段。

师：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谁知道"陡峭"是什
么意思?用动作理解后，学生学着注释在书上。

问：这只猴子是什么样的?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句子。

找出句子中表示猴子动作的词，学生自己标注，试读，指名
读，齐读。

板书"猴子观海"，教案《黄山奇石教案及反思》。

5、出示"仙人指路"及"金鸡叫天都"图片，学生说出名字后，
自读第四五自然段，然后请学生当小导游介绍两块奇石。

师：课文里是怎么为我们介绍仙人指路的?

学学它的样子。

学生齐读第四自然段。

指名向大家介绍"金鸡叫天都"。(读相关段落)

问：这只公鸡漂亮吗?你是从哪个词看出来的?(金光闪闪)

怎么会是金光闪闪的呢?



师：太阳就像一个魔术师，把雄鸡变得金光闪闪，在变化的
一刹那，我们的心里充满惊喜和兴奋，大家试着把这种惊喜
和兴奋读出来。

指名读。

7、学习第六自然段。

师：黄山的奇石只有这么多吗?

生回答，说出其它三块怪石的名字，师板书。

师：黄山的每块石头的名字都起的形神兼备，通过名字我们
就能想像出石头的样子，看到这三个名字，你的脑海里是不
是已经出现了它们的样子。下面，我们每个小组选一块怪石，
讨论一下怎么样向大家介绍它，每组派代表进行介绍。

小组讨论。

代表介绍。

师：黄山的怪石只有这么多吗?从哪里看出来的?

解释"等等"，等同于学过的省略号，板书。

8、根据板书回顾课文内容。

问：用课题里的哪个字概括这些怪石最恰当?

突出一个"奇"字。

学生齐读课题。

师问：黄山的奇石美不美?喜欢吗?让我们带着对它的喜欢齐
读课文！



配乐齐读课文。

同学读得真美啊，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岩石在等着你们给
起名字呢，课下，发挥自己的想像，想像一下还有什么形状
的岩石，把它画下来，再为它起个名字，写上一小段简短的
介绍。

《黄山奇石》是冀教版小学二年级上册第四课的内容。它向
人们再现了黄山四绝之一的"怪石"的奇与趣，让学生借助图
片和作者的描写，来感觉黄山之石的"形"奇和"神"趣。

本节课是第二课时，主要目标是通过读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
容，知道黄山有哪些著名的奇石，从文字和图片中感受它们
的'样子。

在课堂导入部分，我用了一个简单的视频，随着画面的转换
和音乐的播放教师进行讲解引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法进行
导入，效果还不错，比其它的方法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使他们一开始就进入了状态。接下来利用课件进行了生字复
习，感觉方式还有些单一枯燥。下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利用
课件引导学生理解课文，朗读课文，对一些重点词语进行理
解和标练习。在第一段里借助"闻名"教给了学生在书上备注
的方法，并在理解"尤其"这个词时，对学生进行了说话练习。
在第二、三自然段，让学生找出表示动作的词，标注完后加
重语气读，通过反复的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在第四、五
自然段，让学生借助图片进行自读，然后当小导游对"仙人指
路"和"金鸡叫天都"进行介绍，换一种方式对学生进行了朗读
练习。最后让学生根据另外三块巨石的名字，想像出它们的
样子，小组讨论如何来介绍它，最后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对
本组选中的怪石进行介绍，这个环节锻炼了学生想像能力，
小组合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环节紧凑，注重了学生的读，在多种方式
的读中进行理解，但对时间的把握上还不够准确，使各环节



在时间的分配上有些前松后紧，同时也看到了自身对先进教
学手段掌握上的不足，今后还要加强自身学习。

赵州桥教案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1、巩固生字、词语，书写“闹”“钟”，知道多
音字“行”的读音和用法。

2、能理解课文内容，回答可后的提问。

3、体会时间的珍贵，渗透珍惜时间和合理利用时间的教育。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学写生字

1、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课文《小闹钟》，齐读课题。

2、“闹”“钟”读音上要注意什么？字形上要注意什么？

3、书写“闹”“钟”。

二、复习生字，巩固词语

1、开火车复习生字。

2、教学多音字“行”。

3、齐读词语。

三、理解课文，指导朗读

1、自由读。思：小闹钟找了几个朋友？分别是谁？

2、学生汇报



（一）   学习2自然段

1、请一生读，思：小闹钟来到猫头鹰的家，看到什么？他是
怎么做的？

2、用书上的句子回答。抽生读，齐读。

3、猫头鹰给自己提了一个什么任务？完成了吗？他是怎样里
哟内故事件完成任务的？

4、小闹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样想？你打算怎么读呢？练
读，抽读，齐读。

5、猫头鹰是小闹钟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6、齐读。

（二）学习3自然段

1、自由读，你知道了什么？体会到什么？

2、学生汇报。

3、小兔子是小闹钟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4、喜欢小兔子的孩子起立读。

（三）学习4－6自然段

1、齐读，思：小闹钟来到小熊的家，看到什么？

2、学生汇报，引读。

3、强调“还在”，为什么？抽读，齐读。



4、这下可急坏了小闹钟，他是怎么做的？读句子。（着急）

5、有了小闹钟的提醒，小熊改掉睡懒觉的坏习惯了吗？书上
是怎么说的？

6、小熊改掉了坏习惯，该对小闹钟说什么？小闹钟又是怎样
回答的？同桌练读，分角色朗读小闹钟和小熊的对话。

7、小熊是小闹钟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四）小结

四、拓展延伸，明白道理

1、你打算怎么珍惜时间？

2、积累有关时间的名句。

教学反思：

今天（2008-5-7），我执教的是北师大版第二册13单元中的
一篇童话故事——《小闹钟》。童话故事是孩子乐于阅读的
体裁，文中的主人公小闹钟富有爱心，热心助人，是时间的
化身，同学们要树立时间意识，懂得怎样珍惜时间。

新课标指出：在阅读教学中既要注重学生的认知过程，情感
体验，又要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生活实际，所以在教学中
我始终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为前提，让学生在积极参
与的活动中训练他们的理解、表达、想象、合作等能力，同
时又不失时机地向学生进行了节约时间，我主要是从以下三
个方面来突破的：

一、加强朗读，以读为主，以读代讲。

在阅读教学中，存在多重对话关系，但是，对话的中心是每



一位学生。我认为，只听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解，不闻学生书
声琅琅的语文阅读，不是好的语文课。所以，我在教学中充
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学生用多种方式读（如自
由读、集体读、引读、指名读、分角色读等多种方式去读）。
由于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在教学中，我克服了“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一弊病，引导学生推敲
和体会重读，使学生将童话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二、注重学生在阅读中的情感态度，让学生感受阅读的乐趣。

三、张扬学生个性，重视学生阅读的感受和体验。

如果我们在阅读中不去引导学生体验情感，阅读的功能就会
大打折扣。学生就更不可能对童话中的故事情节等留下深刻
印象。有鉴于此，在教学快要结束时，我鼓励和引导学生说
出自己打算如何在生活学习中珍惜时间，利用时间，使得语
文教学的人文性和思想性得到有机结合，达到了对学生进行
节约时间、合理利用时间这一思想教育的目的。

总之，通过这次教研课，感觉收获很大。在以后的教学中，
我一定会不断鞭策自己，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