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 长城教学反思(通用8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这是一周爱国主义教育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开始第一乐句运
用了合唱的形式，来模仿鸽子发出的声音.因此，学唱这一句
时，先让同学们观看了一段放飞哨鸽的视频，让学生直观感
受哨鸽的声音，从而体会这一句选择合唱方式的原因.这首歌
中切分节奏较多，而且还是弱起的切分节奏，比较难.在学唱
前，我先带领学生拍击了这一节奏，然后再歌曲中找出这一
节奏，这样既熟悉了歌曲，有熟悉了节奏.歌曲中的弱起节奏
较难把握，我让同学们用拍手的方式代替休止符，从而感受
弱起节奏的感觉.

总的来说这堂课教学目标完成，但是在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上
还有待增加.在课的后半段有些同学开始走神，因此还需丰富
些教学方法，从而保持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为了上好《长城》一课我精心的准备了课件。详细地书写了
教案，但是教案与课件并没有向我预想的那么好！

上课前，我首先从网上下载了大量资料，再重新进行整理做
成了精美的课件。

当大屏幕上出现长城雄伟的身影时同学们一个个发出：“哇，



哇！”的惊叹声。说实话我的课件的确漂亮，不光展示了长
城春夏秋冬的美丽图片还将长城的过去和现在面貌进行了对
比。加上视频录像的动态效果，学生当然喜欢。兴趣很高，
情绪高涨。

但是我觉得有好多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不够深入，只沉浸在精
美的课件中根本顾不上认真思考问题。在讲解长城的高大坚
固时，我引导学生分析课文从哪里看出长城高大坚固，学生
们大多运用书上的句子回答了，有的甚至心不在焉。我都有
点失望了。

可是有一个同学的发现将这节课带向了高潮，他说：“老师
我还发现长城不但高大坚固而且设计合理。”“噢？何以见
得？”我追问道。

你看每隔300米就一个城台，很合理。为什么？可以传递消息，
远了看不见。”

“还有节省了材料，人力。近了没必要。”

“还有即使敌人占了一个城台也不会很快占领另一个，还可
以反攻。”

同学们一个个兴致勃勃讨论得很激烈。

唉！我精心准备设计的问题他们不感兴趣，同学偶然间的一
个小发现竟然让他们那么感兴趣，我在失落的同时也反思我
自己，看来我备课还是没有备好学生。只有以后考虑了学生，
这样我的课才可以收学生欢迎，教学也才可以取得成功！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人教版第七册第五单元是一组世界遗产专题的课文。这一单
元的文章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



的“世界遗产”的一扇扇窗口。其中《长城》是这组课文的
第一篇，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长城，感受其宏伟气魄与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发民族自豪感。课文共四段，
按人的观察和思维发展方式进行的：远看长城——近看长
城——联想古代劳动人民——赞美长城和古代劳动人民。

备课时，我将这课的重点定为：在阅读中理解长城的高大坚
固，感受长城的雄伟气势；理解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
大的奇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由远及近的表达
方式。在上课时，我借助图片，让学生在充分的品词悟句中
感受长城的特点和劳动人民付出的血汗和智慧。

课文重点介绍了长城的两个特点，远看像长龙，近看高大坚
固。在让学生学习这两个特点时，我尝试先从图入手，再回
到语言文字中咀嚼、品读。如学习长城的长时，我先让学生
看图，谈感受，再抓住语言文字“一万三千多里、蜿蜒盘
旋”等进行品读感悟。对于“一万三千多里”课文中仅仅以
数字的形式出现在学生的眼前，我感觉太单薄了，于是我设
计了从两方面入手理解这个词语。一是抓住课文中“从东头
的三海关到西头的嘉峪关”，让学生到地图上去找一找长城
经过的省市，让他们感受这个数字有多长。二是补充资料，
曾经有一个人徒步走长城，共用了508天。这样这个数字的概
念一下子就在学生心中厚实起来了。

在理解长城的高大坚固时，我通过板画先让学生了解了长城
的结构，“垛子、嘹望口、射口、城台”分别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用？这为学生理解后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埋下了伏
笔。抓住“条石、城砖”补充浇筑的东西来感悟长城的高大
坚固。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感受还是太单一了，
学生对于长城的不了解，而我又补充了很多课外的知识，感
觉书本知识与拓展知识没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带给学生的
冲击力不够强烈。

在了解了它的特点之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再通过读感受它雄



伟壮观的气势。品味语言，由“站”“踏”“扶”这几个动
词告诉我们，作者亲眼见到了长城亲身接触到了长城，由这
承上启下的句子，产生的联想是“很自然的”。联想教学是
在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再次叩问文本，与文本展开充分
的对话。比如体会“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
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这个重点句，我课前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帮助学生理解“多少……才……”。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血汗和智慧。如：“数不
清”、“两三千斤重”（工程浩大）；“没有……没
有……”（设备的简陋）；“无数……无数……”、“一步
一步地”（条件艰苦）。多种形式反复读，引导学生体会无
数古代劳动人民在修筑长城时付出的血汗，在品词悟句之后，
给了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透过这厚厚的城砖，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体会长城建筑的
不容易。

在课的结尾，我通过引用名人在登上长城之后发出的感慨：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出这样一
座伟大的长城。

以色列前总统：设计者太伟大了，长城不愧为世界奇迹。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在其它地
方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杰作！”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本课我所设计的教学目标是：知识目标：复习本课的`生字新
词，会写“曲、向、很、巨”四个字。能力目标：通过多种
形式的朗读，了解课文内容。在读文中了解字义，写好带
有“三框”的生字。情感目标：产生喜爱、赞美长城的思想
感情。教学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会语言文字的优美，
了解字义、写好“巨”这个生字。教学难点：使学生不但感



受到长城样子的雄伟，更进一步体会到它的伟大，从而产生
喜爱、赞美长城的思想感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重点想体现的是：在读文中，理解字词义。
在写字时，归纳同类型生字的特点，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

1、本课安排的四个生字都必须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来理解
字义。

2、借助图片、肢体语言体会“起伏弯曲、伸向远方”的含义，
从而理解“曲、向”的含义。利用换词语的方法，理解“很、
巨”的含义。

3、给足学生充分的独立记字时间，优化学生的记字方法，提
高学生的记字能力。

4、重点抓住带有“三框”这一类的字进行书写指导，利
用“公式化”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和识字教学的课
堂效率。

1、借助图片、动作、资料渲染课堂气氛，通过指名读、师生
接读、齐读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读好文中描写长城样子的句
子，从直观上感悟到长城的雄伟。

2、利用对于长城建造过程的资料介绍，如：建造的时间、经
历了多少年、死伤了多少人和烽火台的作用介绍，使学生在
情感上得以共鸣，感悟到长城的伟大。

3、课文最后一句话“长城真伟大!”,采用了分三个层次的师
生接读的朗读形式，使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师生情感得以升
华。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长城》是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对整个单元
有开篇的作用，而且其中还连带着单元的习作，所以，它的
地位不言而喻。

开篇，我让孩子们分享了提前准备的长城的资料，拓展了一
些关于长城的知识，接下来出示了长城的图片让学生欣赏，
然后，让学生说说你眼中的长城。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不吝赞美之词。我顺势提出，作者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子的
呢？请同学们观看课文朗读视频，找一找。学生找的又快又
准，直接找到了文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文章的中心句。

接着，我检查了同学们的预习情况，通过叫小老师领读词语，
和强调易错字，让学生学习本课的生字词。

进而，让学生再次默读课文，感受这世界奇迹—长城，并叫
人单独朗读，再同学单独朗读的时候让其他同学思考，每一
段都讲了什么内容。

我点拨指导朗读，引导他们用一个词概括出每段的内容，效
果很好。每一次我都回到中心“奇迹”。

最后，我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本文用了什么样的写作顺序，
文章结构是怎样的？他们都能发现并准确的说出。

不过，本节课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特总结如下，有待改正：

一、没有大胆地把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急于求成，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讨论或朗读。

二、对学生的评价语言不够准确，评价语单一。

三、不善于引导孩子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走，这一点需要多多



学习。

四、教学设计简单、常规，没有亮点，第一次单独授课语文，
还不敢大胆突破创新。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六

人教版第七册第五单元是一组世界遗产专题的课文。这一单
元的文章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
的“世界遗产”的一扇扇窗口。其中《长城》是这组课文的
第一篇，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长城，感受其宏伟气魄与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发民族自豪感。课文共四段，
按人的观察和思维发展方式进行的:远看长城——近看长
城——联想古代劳动人民——赞美长城和古代劳动人民。

备课时，我将这课的重点定为:在阅读中理解长城高大坚固，
感受长城雄伟气势;理解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学习由远及近的表达方式。在上
课时，我借助图片，让学生在充分的品词悟句中感受长城特
点和劳动人民付出的血汗和智慧。

课文重点介绍了长城两个特点，远看像长龙，近看高大坚固。
在让学生学习这两个特点时，我尝试先从图入手，再回到语
言文字中咀嚼、品读。如学习长城长时，我先让学生看图，
谈感受，再抓住语言文字“一万三千多里、蜿蜒盘旋”等进
行品读感悟。对于“一万三千多里”课文中仅仅以数字的形
式出现在学生的眼前，我感觉太单薄了，于是我设计了从两
方面入手理解这个词语。一是抓住课文中“从东头的三海关
到西头的嘉峪关”，让学生到地图上去找一找长城经过的省
市，让他们感受这个数字有多长。二是补充资料，曾经有一
个人徒步走长城，共用了508天。这样这个数字的概念一下子
就在学生心中厚实起来了。

在理解长城高大坚固时，我通过板画先让学生了解了长城结



构，“垛子、嘹望口、射口、城台”分别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用?这为学生理解后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埋下了伏笔。抓
住“条石、城砖”补充浇筑的东西来感悟长城高大坚固。但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感受还是太单一了，学生对于
长城不了解，而我又补充了很多课外的知识，感觉书本知识
与拓展知识没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带给学生的冲击力不够
强烈。

在了解了它的特点之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再通过读感受它雄
伟壮观的气势。品味语言，由“站”“踏”“扶”这几个动
词告诉我们，作者亲眼见到了长城亲身接触到了长城，由这
承上启下的句子，产生的联想是“很自然的”。联想教学是
在理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再次叩问文本，与文本展开充分
的对话。比如体会“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
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这个重点句，我课前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帮助学生理解“多少……才……”。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血汗和智慧。如:“数不
清”、“两三千斤重” (工程浩大); “没有……没有……”
(设备的简陋); “无数……无数……”、“一步一步地”
(条件艰苦)。多种形式反复读，引导学生体会无数古代劳动
人民在修筑长城时付出的血汗，在品词悟句之后，给了学生
无限的想象空间，透过这厚厚的.城砖，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体会长城建筑的不容易。

在课的结尾，我通过引用名人在登上长城之后发出的感慨: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出这样一座
伟大的长城。

以色列前总统:设计者太伟大了，长城不愧为世界奇迹。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在其它地
方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杰作!”



面对这万里长城你最想说什么?让学生进行小练笔。学生写得
还是比较精彩的。

语文课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语言文字的训练，但在课堂中总感
觉语言点有了，如何有层次的训练，让学生的语言与情感在
一次次地提升中达到高潮，让教材在解构中在不断的重组与
建构。如在学习“单看这数不清的条石，一块有两三千斤重，
那时候没有火车、汽车，没有起重机，就靠着无数的肩膀无
数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我抓住了“单看、
数不清、两三千斤重、没有……没有……、无数……无
数……、一步一步地 ”等词让学生感受长城建筑的不容易和
劳动人民付出的无数血汗。虽然学生的情感有了，但总感觉
读和悟没有深入，没有层次性，感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
学生情感的高潮没有迸发。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七

《长城》是一篇知识性的写景文章,它的教学重点在认识长城
的雄伟,感受长城的伟大,激发民族的骄傲,激发对古代劳动人
民非凡创造力的赞美.文中蕴涵着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赞
叹,如果单单靠老师讲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不会很深刻.因此,
朗读感悟对此篇课文的阅读理解是很有必要,行之有效的,我
在这方面是这样做的:

1,集体朗读,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朗读课文,初步理解课文.

2,同桌朗读,交流讨论自学提示.

3,个别朗读,学生评价,再点名朗读.

4,对文章的重点句,中心句加强朗读.

由于学生年龄阅历造成的理解力,知识面的深度与广度,及文
本本身与现实在时空上距离,要让学生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就更难了.通过课堂的观察,我发现: 观察,联想,赞美是教
学的主线.教师通过训练学生朗读课文,同时也适时交流课前
查阅的有关资料,整个教学过程始终贯穿了学生对全文的理解,
如:观察的对象是长城的远景和近景图;联想的是人民的血汗
和智慧;赞美的是工程的雄伟和奇迹.从全班同学跃跃欲试的
发言中,我们看到了,听见了,学文后学生为祖国,为长城自豪
的情感和要好好学习,自己也要创造奇迹的思想.

我在教学时是以作者的情感为主线组织学生阅读,即紧扣第三
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和第四自然段,让学生在文中找批注,再
回到全班交流.学生每谈到一处,都回到这两句话让学生再读
一读,谈一谈新的感受和体会,不断加深情感体验,使学生口里
读出感情,眼前浮出画面,心中悟出情感,并且在教学中,利用
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使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和体会情
感.这种教学思路,应当引导体会长城"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伟大
的奇迹",而要体会到这一点,首先应使学生感受到长城"长"
而"高大坚固",接着要让学生感受到当年修筑长城时,在极其
落后的条件下,劳动人民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完成这样浩大的工
程,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高大坚固"的特点在第二自然
段中描述得非常具体,而这篇课文作为引领学生开始认识祖国
的"世界历史遗产"之旅的第一扇窗口应当充分让学生理解它
的"长"与"高大坚固"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再介绍
长城,再充分阅读,充分理解它的特点的情况下再去体会"奇迹
血汗和智慧"就水到渠成了.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离学生也许
太久远,学生对时代的产物并不是体会很深,我认为有些句子
老师需范读.

《长城》是小学四年级语文上册的课文。课文主要是让学生
了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体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但我感觉到，长城对现在四年级的
学生来说，在情感上，空间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在
设计这一课的教学时，我把着力点放在拉近学生和文本之间
的情感距离上。



课堂中我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理解“这样气魄
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就成了我课堂教学中的中心句。接下来，引导
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城、建造长城的伟大人民三个方面
一次次地理解感悟这个句子。

从远看长城引导学生体会长城的气魄雄伟，先请学生自读第
一自然段，说说长城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学生在读
文后，体会到长城很长，我们讨论了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
峪关之间需要经过的省份，感受长城之长，然后我又给学生
补充资料说，曾经有人徒步走长城，用了两年的多的时间，
这样把“一万三千多里”转化成学生可感知的形象，学生走
出文本，又走进文本，一个来回，对长城的长有了具体的感
知。

到了近看长城一部分，我设计从长城条石的大，长城的宽，
垛子、瞭望口、射口、城台的雄伟壮观去感受长城气魄雄伟，
我让学生读懂课文，充分利用课本资源，正好书上有一幅小
的长城近景图，于是我采取默读的方法，要求学生边默读课
文，边对照小图，在图上把长城各个部位的名称和位置标出
来，这样一来，学生在读课文时，图文对照，边读边看，让
学生理解文本有了一个依托，在这个依托上又加深了学生对
长城的理解。读懂了课文，对长城的高大坚固的理解也就水
到渠成了。但自己讲的太多，学生比较被动。如果能再放手，
让学生多读有感受的语句，相信学生可讲之处会更多，所谈
感受体会也会更充实、深切。

教师作为社会中的人,其生活经验要比学生丰富.如果我们充
分发掘自身的经验并恰如其分地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学生特别
感兴趣,特别专心倾听.教《长城》这课时,我就做了如下设
计:

师:"老师去年七月做飞机到北京长城去了,可好玩了,你们想
不想知道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



生:"想."

师:出示在长城上买来的书并念上一段.

师:出示在长城上买来的纪念品.

师:出示在长城上照的相片.

生:"哇,好漂亮!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

师:"我攀登的是八达岭,这是长城最险要的一段.我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爬了上去,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
的条石……"

由教师自身的生活经验引入课文,拉进了"学生----课文—--
教师"之间的距离,学生更乐于质疑,乐于学文.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八

本课我所设计的教学目标是：知识目标：复习本课的生字新
词，会写“曲、向、很、巨”四个字。能力目标：通过多种
形式的朗读，了解课文内容。在读文中了解字义，写好带
有“三框”的生字。情感目标：产生喜爱、赞美长城的思想
感情。教学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体会语言文字的优美，
了解字义、写好“巨”这个生字。教学难点：使学生不但感
受到长城样子的雄伟，更进一步体会到它的伟大，从而产生
喜爱、赞美长城的思想感情。

在教学过程中我重点想体现的是：在读文中，理解字词义。
在写字时，归纳同类型生字的特点，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

1、本课安排的四个生字都必须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来理解
字义。



2、借助图片、肢体语言体会“起伏弯曲、伸向远方”的含义，
从而理解“曲、向”的含义。利用换词语的方法，理解“很、
巨”的含义。

3、给足学生充分的独立记字时间，优化学生的记字方法，提
高学生的记字能力。

4、重点抓住带有“三框”这一类的字进行书写指导，利
用“公式化”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和识字教学的课
堂效率。

1、借助图片、动作、资料渲染课堂气氛，通过指名读、师生
接读、齐读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读好文中描写长城样子的句
子，从直观上感悟到长城的雄伟。

2、利用对于长城建造过程的资料介绍，如：建造的时间、经
历了多少年、死伤了多少人和烽火台的作用介绍，使学生在
情感上得以共鸣，感悟到长城的伟大。

3、课文最后一句话“长城真伟大!”,采用了分三个层次的师
生接读的朗读形式，使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师生情感得以升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