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 老人与海鸥
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篇一

在学生阅读全文后，教师立刻请学生找出文中描写老人与海
鸥之间关系的一句话，也就是文章的第13节：“十多年了，
一到冬天，老人每天必来，和海鸥就像亲人一样”。然后，
从1-13节中找出体现老人与海鸥这种亲人般关系的语句。这
样，整篇文章的线索就很清晰了。另外，教师在小结处以及
提到老人部分的时候也适时出现该中心名，随着阅读感受的
不断增加，对该句的朗读处理自然也一次好于一次。

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篇二

这篇课文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
大部分。今天就着重让学生理解老人对海鸥的爱，以及在这
个过程中作者运用的外貌、动作、语言等描写。

因为面对的是陌生的孩子，课前我准备了一个视频，视频没
有直接介绍海鸥老人，而是由他人的视角讲说故事的背景，
这样给孩子直观的感受，对海鸥老人有了初步认识。接着再
让孩子谈感受，同时衍生到他们自己平时与小宠物之间的亲
密接触的事。最后将孩子与宠物情和老人与海鸥情做类比，
提出海鸥与宠物大不一样，它虽不是时时陪伴身边的宠物，
却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情感。



由于这是第一课时的教学，因此，开篇伊始，我就对孩子们
的预习情况做了检测，通过孩子自主学习词语，当堂检测认
读情况。接着我引导着孩子从单元导读、单元结构入手，去
体会本单元要求达成的目标，再在两组词语的对比下，引导
孩子找出本文结构。

进入新授课后，我是围绕一大问题开展教学：那就是从课文
哪些地方看出老人爱海鸥？由学生读——汇报——教师点评
入手体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体
会，展开想象，丰富文本内容，让学生受到心灵的震撼。如
在品味描写老人的外貌描写的句子中抓住三个“褪了色”体
会老人的无私，适时让学生补充课前查找的关于海鸥老人吴
庆恒的故事；在品味老人动作时，着重体会重点词句，指导
朗读。在这个引导过程中，学生基本都能抓住关键词句体会
文本表达的情感。在语言描写部分，则抓住关键词，主动品
味。我想只有第一部分的感悟深刻具体，那么第二节课中，
感悟海鸥对老人的感情，以及体会本文的写法，这两个部分
才能迎刃而解。最后在朗读、感受都达到的时候，指导孩子
通过摘录好词佳句去掌握读书方法。

纵观整堂课的教学，纵使设想了许多，仍有不少令人遗憾之
处：

首先在交流体会的过程中，有些词句学生体会的不够到位，
理解不够深刻，我没有及时给予深层挖掘，而是停留在当前
的语句中。回想一下，应该在孩子回答的答案中，找到闪光
点加以引导。有时候给予孩子评价，不仅要鼓励孩子，还要
在学习方法上给予更多孩子的指导，我想这才达到了评价的
目的。其次，本课中，我对孩子的朗读的指导不够到位，上
课时，由于紧张，情感的渲染和烘托做的不够，特别是没有
给一些中等偏下的孩子充裕的时间去体会，影响了孩子的理
解。最后在合作学习方面，我做的还不够，回头想想，在品
读文段的时候，其实评价权可以交给孩子，让孩子生生互评，
孩子互评的过程，又是一种理解与再创造的过程，这部分我



没有注意到。当然文中许多体会的过程除了让孩子自读自悟，
也可以抓准合作学习的点，让孩子们互相创造，生成自己的
感悟，这是这节课的又一不足之处。

除了这些，最最让我惭愧的就是自己的粉笔字，本来写字就
不太好看，一紧张写在黑板上的板书简直不忍直视，我想这
是警示自己，之后要更加加紧的训练书写，这也会成为以后
自己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想来做一名赛课老师是痛苦的，因为备课的过程无比煎
熬。可是做一名赛课老师又是无比幸福的，因为既能跟许多
优秀的教师同台竞技，学到好的教学方法。又能够零距离的
听到名师的点评，提升教学理念，这又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
不禁感叹，能来赛课真是赚到了！

通过这次赛课，我对《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次的经历使我明白，作为教师在课堂上要将学生装在心里，
要将课堂还给学生。这不仅要大胆放手，还要通过方法的指
导，让孩子们在自主学习和相互合作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这样学生就能学得轻松，因为能让他们自己找到答案，才是
最快乐的事！

《老人与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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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篇三

《老人与海鸥》这是一篇句句含情，字字含泪的文章。学习
文本时，先导疑：让学生把遇到的问题提出来，采用运用品
味重点句段，反复诵读，抓重点字词体会，想象等方法有针
对性的解决这些疑难。再导情：我用动情的语言去激励学生，
鼓舞学生，努力唤醒他们的学习激情，来感受老人与海鸥之
间的深厚感情。实现作者、教师、学生三情能够共振，学生
情感的闸门就会自动打开，对老人的崇敬、怀念之情就溢于
言表。

在教学中，我紧紧抓住“老人喂海鸥”的三个细节描写
和“海鸥送老人”的三个场景描写，培养学生抓住关键词句，
体会词句含义的能力，进而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感受老人
对于海鸥的深厚感情的教学目标。因为课文有“老人对海鸥
的关爱”“海鸥对老人的依恋”两条主线，在引导学生理清
文章的脉络，进行文章内容概括练习的同时，着重学习“老
人对海鸥的关爱”这个部分，降低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对教
材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解读，从教学的实际表现上看，是相
当有效的。

此外，简化了教学中繁琐的提问，在认识老人的基础上，围
绕一个总领的问题“为什么海鸥会有那些不同寻常的举动”。
一方面有充分的预设；另一方面，又抓住学生找到的如“朋
友告诉我，这位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从城郊赶到翠湖，
只为了给海鸥送餐，跟海鸥相伴。”“老人把饼干很小心放
在湖边的围拦上，退开一步，撮起嘴向鸥群呼唤。立刻便有
一群海鸥应声而来，几下扫得干干净净。”我还特意把“老
人顺着栏杆边走边放，海鸥依他的节奏起起落落，排成一片
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黄丽芬谱。”这
句话配上图，以诗歌的形式展示，通过诵读、品悟，让学生



感受人与动物那种“浓浓的父子情”。第二部分海鸥为老人
守灵的场面，我和学生一起配乐品读送别段，品悟海鸥情。
在初步朗读后，这应该是学生们思维和感情澎湃的时刻。之
后再让学生互动，我充分引导学生感悟、体验和交流，让学
生抓住重点词句去感悟、体验、并与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在
一起，体会自己在失去亲人的那一刻的情感，使之与文本产
生同感，产生共鸣，让学生尽可能的进入海鸥的情感世界，
去领略、品味海鸥对老人的那份情感，和文本最大限度地互
相融合。

当然，这节课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教学时，我既想竭力追
求完美，又想有所创新，突出亮点，可课文的容量很大，短
短的四十分钟是难以达成的，为把握时间而去进行的教学，
多少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有些词句学生体会的不够到位，
理解的不够深刻，没有给一些中等偏下的学生留下很充裕的
时间去思考，给课堂留下了些许的遗憾。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通过这一节课，我明白
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会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超越自己。

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篇四

《老人与海鸥》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的第七单
元“人与动物”中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十多年前，老人在湖畔偶遇一群北方飞到昆明过冬的红嘴鸥。

从此，老人与海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冬季来临，海鸥便
成群结队地来到翠湖之畔，老人与也像赶赴约会似的，每天
到翠湖之畔去喂海鸥，风雨无阻。他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
起名字，喂饼干，照顾伤病的海鸥。久而久之，海鸥老人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有一天，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在老人
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后又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
守灵的“儿女”，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



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
呼唤海鸥的名字、与海鸥亲切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对
海鸥无私的爱；后一部分则通过老人死后，海鸥在老人遗像
前翻飞、盘旋、肃立、鸣叫等悲壮画面，展示了海鸥对老人
的那份令人震撼的情。课文语言朴实，平凡中包含深情，一
节课上下来，同学们都为人与动物这样真挚的感情而动容。

在执教这一课时，我紧扣“注意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并揣
摩作者是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真实、
写具体的”这一单元训练重点。在研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
开放课堂，还课堂给学生，在交流中，学生从各个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层面丰富课文的内容，以较短的时间在整体上感
知了教学内容，在重点词句的研读中深入文本，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高涨，所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教学反思老人与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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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鸥教学重难点篇五

《老人与海鸥》一文选自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七组的第一篇



课文。这篇文章讲述了发生在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
感人故事，展示了动物丰富的情感世界。课文语言朴实，平
凡中包含深情，令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让学生认识到，
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对它们所付
出的任何一分感情，都能得到它们加倍的回报。

课上我先引出“老人喂鸟图”、“海鸥送别图”两画面。然
后引领学生走进“老人喂鸟图”，感受人鸥情。通过与学生
交流感受深刻的词句，让学生体会到“老人爱海鸥，胜过爱
自己”的感人情怀。如学生交流“朋友告诉我，十多年了，
一到冬天，老人每天必来，……”学生抓住“十多年了，每
天必来”体会到老人对海鸥的爱。我相机进行小结：爱是十
多年的'坚持！再如学生交流“他背已经驼了，穿一身褪色的
过时布衣，背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连装鸟食的大塑料袋也用
得褪了色。”三个“褪色”充分感受到老人十分勤俭。教师
小结：爱是节衣缩食给海鸥喂食，爱是爱海鸥胜过爱自己！
此外，还有“爱是亲昵的取名，爱是亲热的说话，……”如
此一步一步把老人对海鸥的爱具体化，让学生油然而生感叹：
老人确实是把海鸥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啊！为第二幅“海
鸥送别图”作下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