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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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篇一

在教学《各具特色的民居》一课后，回顾课堂教学，我发现
不少问题：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教学前，我只是对本课
的课程标准进行了大致研读，见课程标准中没朗读指导要求，
而本课又是一篇阅读性的说明文，要求一课时学完成。因此
在备课中，在我指导学习完客家民居后，我就把不少时间留
给学生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如此一来，但语文课的味道淡
了。如果让我对教案内容进行再修改，我一定会在指导学习
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段中的“它们
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分土楼有两三
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
力。”相信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为深
刻的印象。

教学让我们既要教学、研读文本，但又还要切实生活实际，
让学生学到更多书本外的知识。

纵观本堂课的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备课要注重实效，深钻
进去，不能只把侧重点放到形式的研究上。但我相信在教学
后不断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篇二

中国民居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各具特色的民居》这篇阅读课文是写我国地
方民居的说明文，介绍了各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和傣家竹楼。
这是选自十二册第九课的略读课文。在备课时，跟同年级组
老师进行交流并修改教案，发挥团体精神。我们迷惑，一直
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略读课文不列入考试范围)，
许多老师只重视精读课文的教学，对略读课文的教学研究甚
少，不能很好地把握它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出现
两种倾向，要么与精读课文的教学没有什么区别，字词句段、
篇章结构，面面俱到、精雕细琢;要么就轻描淡写、囫囵吞枣，
一读带过，学生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那么，略读课文教
学的目标究竟又是什么?教学中又如何体现它的教学特点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认为：

1、用多种阅读方法获取重要信息，尤其要进行略读能力的训
练，读懂文章的大意。略读课上，要更注重略读方法的运用，
如扫读、跳读等，训练学生快速默读的方法，提高阅读的速
度，当然也不排斥精读方法的融合运用。

2、通过自主阅读获取信息，培养独立阅读能力。略读课是学
生独立阅读的实践机会，个体自读和合作交流是略读课文学
习的重要方式，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应该用于自读与交流，
当然，也应很好地体现教师的引导作用。

3、加强课内外联系，沟通课内外阅读，适度拓展和延伸。略
读课文的教学应该成为联系课内外阅读的桥梁，让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尝试运用精读课习得的方法独立阅读，实现向
课外完全独立阅读的过渡。同时，要根据单元主题及课文的
特点，适当向课外拓展、延伸。

要区分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就要确切把握略读课文教学的
尺度，既不搞过细剖析，也不作随意教学，要确立略读课文



教学的明确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学中尤其要认识到
以下几点。

1、略读教学不等于略读。

正像阅读教学不同于阅读一样，略读教学也有别于略读。略
读只是一种阅读的方式，它的任务比较单一，只是为了获取
相关的信息。而略读教学则是一种教学活动，它承担了更为
广泛的任务，不止是让学生在略读实践中获取信息，更重要
的是要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习略读方法，学会略读方法，
从而培养学生的略读能力。因此，在略读教学中光让学生略
读是不够的，还要授之以法，循法而学。如教学本课时，首
先我让孩子们扫读写客家民居的部分，找出这部分的中心段。
孩子们很迅速找出了“在闽西南和粤东北的崇山峻岭中，点
缀着数以千计的圆形围屋或土楼，这就是被誉为‘世界民居
奇葩’的客家民居。”然后引导孩子们理解课文“奇
葩”，“葩”我先让孩子们观察字型，然后猜到底指什么，
有的孩子很乖巧，马上猜出“葩”就是“花”。此时我让孩
子们再次朗读这个句子，这里把什么比作奇特的、特别的、
非凡的花呢?孩子们都知道了把客家民居比作奇葩，再出示表
格，让学生小组合作，读客家民居部分，填好表格，通过这
个过程的学习，孩子们也知道了客家民居的特点以及这文段
中所采用了打比方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

有时，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可以教给学生扫读和跳读
的方法，如制作资料卡时，可以提出时间上的要求，并告诉
学生基本的速读技巧，这样如果经常训练，一定能提高学生
的阅读速度。

2、粗知大意并不是浅知。

略读课文不像精读课文那么严格细致，只要求粗知文章大意，
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马马虎虎，草草了事，如果只把读书停
留在初读阶段，不加总结与反刍，读到的东西就会成为过眼



烟云。如果教师理解上有差异，就会使教学陷入盲目性。以
为粗知就是浅知，粗知就是少知。其实，粗知是相对精读课
文而言的，略读课文少了识字、学词学句等许多头绪，教学
目标更为集中，教学重点更为突出，但在阅读的方法上，也
不排斥精读，文章的重点、精彩之处还是要引导学生细细品
读，使略读与精读互相融合，综合运用，通过有层次的阅读，
在内容理解、情感感染与语言感悟上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本课的说明方法很多，也是本课学习的重点。本课的第二部
分——傣家竹楼，我是让采用自学的方式进行，在学生汇报
交流时，有生说，“全寨子的人蜂拥而至，喜气洋洋，像过
节一般热闹。”这句话采用了打比方的方式，由于课前对此
进行预设，紧张之余就说成是把全寨子的人喜气洋洋的样子
比作成过节的热闹气氛，给学生造成了误导，其实能体现打
比方是“蜂拥而至”四个字。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篇三

本单元的文章介绍的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独具特色的
民风民俗。而本课是写我国地方民居的说明文，介绍了特色
鲜明的客家民居和傣家竹楼。结合本课的内容、写作特点，
倪老师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在通过对比阅读了解民居特色，
学习表达方法。

倪老师先让学生在初读课文通过列提纲的方法理清说明顺序，
再读课文，让学生组成学习小组进行合作学习，梳理民居特
色，并领悟说明方法，填写好表格。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对客家民居的学习，然后让同学们根据我们学习第一篇文章
的学习步骤与学习方法去自主完成对傣家竹楼的'学习，同样
自己绘制表格，安排表格内容，完成表格填写。最后通过对
比阅读，让学生说出这两篇短文在说明上所运用的方法，并
体会其作用。

总之，倪老师恰当地运用教学课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上充分体现了“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取得
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篇四

在教学《各具特色的民居》一课后，回顾课堂教学，我发现
不少问题：

一、忽视了对朗读内容的设置与指导。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教学前，我只是对本课
的课程标准进行了大致研读，见课程标准中没朗读指导要求，
而本课又是一篇阅读性的说明文，要求一课时学完成。因此
在备课中，在我指导学习完客家民居后，我就把不少时间留
给学生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如此一来，但语文课的味道淡
了。如果让我对教案内容进行再修改，我一定会在指导学习
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段中的“它们
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分土楼有两三
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
力。”相信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为深
刻的印象。

二、知识迁移不够。

后不断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奇特的建筑教案反思篇五

我在指导学习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
段中的“它们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
分土楼有两三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
文化的魅力。”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
为深刻的印象。



教学让我们既要教学、研读文本,但又还要切实生活实际，让
学生学到更多书本外的知识。所谓 “得法与课内，得益于课
外，”就是这个道理!我在让学生自学《傣家竹楼》之后对学
生进行了课外拓展——请学生当导游解解说资料袋中四种民
居的特点。

纵观本堂课的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备课要注重实效，深钻
进去，不能只把侧重点放到形式的研究上。但我相信在教学
后不断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