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 跨越百年的美
丽教学反思(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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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篇一

加入工作室的第一个学期，工作室布置了新一轮的上课任务，
本着自我锻炼提高的愿望，我选择第一位上课，选择《跨越
百年的美丽》这篇课文。有了前期制定的课程纲要，于是我
根据课程纲要，开始了第一次基于标准的教学设计，因为这
篇文章是记念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一百周年而写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人一向铭记，直至百年、千年甚至
永恒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读文，读完后发现居里夫人不仅仅
容貌美，她身上所具备的对待科学、对待名利的态度也是美
丽的。

因为和赵明建教师合作上课，一人上一个课时，在和他交流
后我开始了第一课时的备课，在美丽上做文章。备好后在周
四工作室教研时进行了说课，大家分别从目标制定的依据、
目标、评价任务几个方面展开了交流，得出的结论是：第一
课时要夯实基础，以字词教学，正确朗读课文，理清文章写
作顺序，概括文章主要资料为主，第二课时再从外在美和内
在美两个方面感知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美丽。

就这样开始了第二次备课，以字词教学为主，制定的教学目
标是：

1、经过自由练读、同桌互助、观察比较、全班交流等方式，
准确认读14个生字，正确书写分析、顽强、侵蚀、隐退、乏



力、荣誉、头衔、捐赠、诞生、里程碑、卓有成效等词语。

2、经过自由练读、同桌互读等方式，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把握文章主要资料。

3、经过课前资料搜集和课上交流，初步了解居里夫人。

1、能认读生字词，交流容易出错的读音及字形，抄写易错字。

2、经过初读，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主要资料。

3、能借助资料，谈谈自我对居里夫人的认识。

用这样的教案，我开始了试讲，课后教师们开始评课，在肯
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1、字词教学比较扎实，可是对于六年级学生而言自学生字词
不成问题，应变教师的教为学生的学。

2、这篇文章是第五组第一篇课文，课堂上没有和单元进行整
合，与单元主题科学精神没有联系。

3、这是一篇散文，在总结课文主要资料时没有必须的方法指
导，学生不好把握，所以教学上用时过长。能够在检查读文
时总结段意，连接段意总结主要资料。

课后随即修改自我的教学设计，关注单元主题，由单元主题
导入新课，并引导学生连接段意总结课文主要资料。在周四
教研活动中，我用六一班开始上课。因为学生预习到位，所
以这节课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上下来了。

课后，工作室成员和我校听课教师在一齐研讨评课，经过大
家的交流，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目标表述不严谨，行为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行为动词



模糊，如：体会。什么是体会体会是不可测量的。

2、只注重字词读写、文章朗读，目标中缺少对词语的理解。
如：摸瓜寻藤、摘叶问根、里程碑、视名利如粪土。

评价任务是经过教学活动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我在教案
中没有体现，如：认读生字。怎样确定学生到达认读的目标
了，具体用什么方法评价没有具体表述。

中段和高段的字词教学形式不一样，达成的目标也不一样。
六年级学生具备必须的学习本事，对于字词的学习完全能够
放手给学生，而不是此刻课堂上展示的半扶半放。课文主要
资料用连接段意的方法在高段教学不适宜，也不适用于这篇
文章总结主要资料。这也反应了我在备课时没有关注课标的
要求，对文章把握也不到位。

虽然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可是课堂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也不
能忽视，教师要在课堂中要引导学生，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
情景。这节课中我就出现了失误：指名介绍居里夫人时因为
没有听清楚学生的介绍，出现了错误的纠正。在评价方式上，
要充分发挥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小组间相互评价的作
用，可是在这节课上体现的较少。

静坐常思己过，回想自我的教学，的确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憾。
作为教师，上一节课难，上一节好课更难，在备好课上好课
的路上也没有捷径，仅有自我不断努力，不断总结，且思且
行。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篇二

我是这样考虑的：由课题入手，设置疑问——什么样的美丽
能够跨越百年？是容貌美吗？是衣着美吗？今天让我们走近
居里夫人，找出能够说明她”美丽”的句子。学生带着疑问
自读课文，都找到了“这点美丽的淡蓝色的荧光，融入了一



个女子美丽的生命和不屈的信念。玛丽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
更可贵的东西，她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着的追
求”这两句最重要的句子。我就引导学生联系上文理解居里
夫人坚定、刚毅、顽强的精神，用笔画出有关句子，认真地
读一读，仔细地想一想，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从课上的情况
来看，学生们抓住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不顾条件的艰苦、生
活的艰辛、工作的劳累、被烧伤的危险、美丽容颜的减退这
些重要的方面，深刻感悟居里夫人的刚毅、顽强，还抓
住“为了提炼纯净的镭，居里夫人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
废渣”和“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终于从成吨的矿渣中
提炼出0.1克镭”这两句话，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可能”和
“三年又九个月”这些词语准确表达了居里夫人工作的艰辛
和她对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佩服！老
师趁机给学生讲0.1克镭大概比圆珠笔笔尖还要小，引导学生
体会冶炼镭的艰难程度。接下来，还有的学生回答居里夫人
视名利如粪土也是一种美，有多少名人拥有金钱、荣誉无数，
当中有许多人挥金如土、自恃功高，唯有居里夫人这位伟大
的女性淡泊名利，一生想着科学研究。这种高贵品质难道不
是一种美吗？“美丽”的含义挖掘出来了，这篇课文也就算
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课后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写一写
日记《我心中的为美》，作为本课的拓展延伸。

不足之处：

1、课上回答问题的同学不多，大概是学生对这一课并不感兴
趣。或是学生六年级了不太爱发言，就是找一名同学读文都
不好找。

2、问题在设计上还可以再放手一些，让学生自由的寻找关
于“美丽”的答案。教师还是引的太多。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中具体过程我是这样做的



1.因为这堂课资料比较多，我安排了两个课时，今日讲的是
第二课时的资料，从导课开始，以“美丽”为切入点，激起
学生探究文本的兴趣，为完成教学目标做了很好的铺垫。之
后引导学生精读第三自然段，“品读批注，再探美丽”，主
要是感受居里夫人的内在美，在课堂上，我引导学生感悟朗
读，在思考中理解，在理解中朗读，使学生的朗读提升了对
课文的理解，对居里夫人美丽内涵的感受。

3.读的训练比较扎实，我在让学生在充分品读的基础上，让
学生画句子、写体会，从多个方面逐步深入交流。学生的发
言几乎都抓住了所有的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如：“为了提
炼纯净的镭，居里夫人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废渣”，他
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一锅一锅地进行冶炼，然后再
送到化验室溶解、沉淀、分析。化验室只是一个废弃的破棚
子，玛丽冲日在烟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
双手上，留下了盐酸的点点烧痕。”镭的发现：“最终经过
三年又九个月，他们最终在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
镭。”并经过1吨矿渣与0.1克镭作比较，“这点美丽的淡蓝
色的荧光，融入了一个女子美丽的生命和不屈的信念。玛丽
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她坚定、刚毅、顽强，
有远大、执著的追求”、体会居里夫妇研究镭的艰辛。”同
学们抓住这些句子，谈出理解，谈出感受，有理有据，情真
意切。从而体会居里夫人的伟大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不足之处

1.教学过程前松后紧，时间没安排好。

2.理解0.1克镭时拿药片做比较，没研究周全，忽略了它们密
度不一样。

3.指导学生感知课文还不够到位。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篇四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五组、鲁教版五
年级下册第七组的一篇课文。是作家梁衡的同名散文的节选，
这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课文不仅介绍了居里夫人的
科学成就，而且将作者科学家生命的理解融合在一起，文采
斐然。

在钻研教材时，我不仅反复研读了文本，还通读了本单元的
教材，这是本单元“科学精神”的第一篇课文，编排这组教
材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形象地理解什么是科
学精神。这篇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
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因为高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自学能力，对于居里夫人的美丽的形象和淡泊名利的高贵人
格能够通过读课文感受得到。提炼镭以及完成对人生意义的
发现，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充分表现了居里夫人的坚定执著，
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对于学生也应该是学习的难点。鉴于
在备课时对教材的以上认识，我认为本课的教学重难点主要
在以下两点：

1、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居里夫
人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2、从具体的事例中领悟“跨越百年的美丽”就是居里夫人所
体现的科学精神。

所以，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我也将“美丽”作为本课的切入
点，以美丽带动学生纵观全文，引导学生理解美丽的深刻内
涵。我把教学的全部流程可以分为四个大部分：质疑美丽、
解读美丽、升华美丽、书写美丽。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后，我
设计的问题是：“居里夫人的美丽表现在哪些方面、让学生
带着这一问题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边画。



在提炼镭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居里夫人坚定执著、为科学
献身的科学精神。

如何突破这一难点呢？我又反复研读这部分内容，这时课文
中的一段话“化验室只是一个废弃的破棚子，玛丽终日在烟
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留下了酸碱
的点点烧痕。”引起了我的注意，每读这句话时，我眼前就
仿佛出现了居里夫人在这种艰辛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情景。
一个美丽的女子在这种烟熏火燎中一干就是三年又九个月呀！
这不就是居里夫人的坚定执著的精神，这不就是居里夫人为
科学献身的精神吗？所以，在教学时我也引导学生抓住这段
话，反复品读、感悟，再结合让学生观看我找到的视频资料，
我想这一难点学生也能突破。结合课堂教学的实际，我认为
这一难点确实得以突破。学生很好地理解到了居里夫人的坚
定执著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因此我还重视了学生学习课文后的感受和感悟、引导学生以
颁奖词的形式说出来、写下来。

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自己预定的教学
目标，并把其归纳为：一条主线，三个有效。

一、一条主线是以美丽为主线贯穿全文，整节课，我都以美
丽作为文章的主线。以美丽作为话题进行课前谈话，以美丽
质疑作为课文导入，以居里夫人的内在美和外在美为中心进
行有关的词句理解和语言训练，把梁衡这篇散文用美丽为线
有机地串联起来。

二、三个有效

1、扎实有效地品读词句

了解居里夫人的美丽，除了外在美可以借助图片，内在美的
体现都是通过品读词句来感悟、想象，升华理解的。如在品



读：“化验室只是一个废弃的破棚子，玛丽终日在烟熏火燎
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留下了酸碱的点点烧
痕。”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抓住“烟熏火燎”“终日”
这些关键词，通过品味，朗读，体会到了科学道路之艰辛，
也体会到了居里夫人执著追求的科学精神。

2、扎实有效地读写结合训练。

学习这篇课文，不仅仅是认识居里夫人，了解她的事迹和科
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敬重像居里夫人这样
为科学献身的人，认同她们对科学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颁奖词的撰写，旨在引导学生回顾课文内容，提高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让学生用自己的笔抒发此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升
华认识，表达情感，受到美的熏陶，这一设计，有效地落实
了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3、有效地运用课程资源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有几处恰当有效地运用了课程资源，
比如播放视频，让学生目睹了居里夫人艰苦的工作，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了她的那种坚定执著的精神。又如出示了钱学
森的颁奖词，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所以课堂生学生写得
很精彩。

当然，本课的教学也有很多遗憾，比如与学生交流中教师的
引导作用还需要加强，交流过后教师的梳理如果再细致些我
想就更好了！

穿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篇五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文章。全文以“美
丽”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美丽”,这
种美丽既来源于她端庄的容颜,也来源于她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
“镭元素的淡蓝色荧光”,更来源于她献身科学、不惜用生命



作代价所追求的人生之美,以及淡泊名利的人格之美。本课以
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科学精神”,本课的重点是读懂居里夫人
的精神,领悟“跨越百年的美丽”的含义。为了让学生充分感
受居里夫人的科学精神,我以“美丽”为主线,引导学生深入
走进文本,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她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
伟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文章中含义深刻
的句子,用有感情的朗读来表达出学生的感悟和体会,最后再
联系全篇探讨课题的内涵,懂得这种美丽不仅跨越百年,而是
一种永恒的美丽,进而让学生真正明白“跨越百年的美丽”的
深刻内涵。

在学法上,着力点在于教给学生理解含义深刻句子的方法,结
合课文,通过让学生抓住关键词语、结合背景资料、联系生活
实际、联系上下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深度思考,从而理解
含义深刻的句子。

对于这样一篇长课文,要是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面面俱到,
显然两节课完不成教学任务。于是,就得舍弃。如描写居里夫
人外表美那一部分在第一课时通过导课一带而过,描写居里夫
妇对话那部分因为不是重点,也没涉及,检查朗读全文也不现
实,所以,只能删繁就简,抓住几个比较重点的句子进行指导,
再通过让学生观看居里夫人的讲话,谈自己的人生观;面对居
里夫人的成果,说说自己的看法等,开放课堂,深化情感。

1.容量过大,没有给学生留更多时间阅读、思考、表达。

2.课堂放开不够,整个课堂,教师还是引导的太多。

3.虽有写的过程(如写“颁奖词”),但无写法指导。

整个教学流程抓住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课题中
的‘美丽’体现在哪些地方?画出相关语句,谈谈自己的体会。



”让学生在读中思,读中悟,在充分读悟后让学生交流汇报,结
合文章的具体事例和有关语句,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
感受,领悟居里夫人“美丽”的内涵;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走进
居里夫人的精神世界,让居里夫人的美丽形象在学生心中凸显
出来,生动、丰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