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篇一

我家住在富春江的南边，我与父母乘上小舟，来观赏富春江
美丽山水。

富春江的水，每月的初三十八，平静的水面就会泛起层层涟
漪，并且江水猛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每到初三十八那几
天，就会有一些潮水涌上富春江来，潮水从水底上来，水面
便会泛起波纹，江水也跟着猛涨起来了。有时，富春江的水
草与沙石。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有小鱼在奖励欢快地游
来游去呢！水面波平浪静时，两岸的高楼似巨大的竹笋，倒
映在水平如镜的富春江上，显得格外静寂。夏天，我与小伙
伴们来到富春江玩耍、游泳，我们用脚拍打着水面，宁静的
江水泛起了微波，反射着太阳闪耀你的光芒，就像铺满了片
片碎银。

富春江旁有连绵不断的十里排门山，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群山连绵起伏，好似奔腾的绿色涌浪，而那涌得很高的浪头
有时被棉花般的白云包围着，若隐若现，像一张绿纸上画了
几朵洁白的花，纯洁、优雅而高峻雄伟。富春江边还有高塔
顶立的桐君山，遥望它，如同拔地而起，山脚似乎与水相结
合，碧绿的江水与翠绿的桐君山，分不清哪个是山，哪个是
水，真是山水融为一体啊！桐君山虽不是十分陡峭、兀立，
但在山脚下仰视那连绵起伏的山势，如同一个身穿绿衣的巨
人屹立在眼前。

这样的山伴随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城镇，在这



样依山傍水的美丽风景生活着，真是人生一大乐趣！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篇二

你呀，仔细听着，听那嘀咕着的鸟儿诉说闲谈宁静的景象，
听那叮咚着的水珠落入溪水中。清脆悦耳的声音让人无比陶
醉。听那大山用雄厚的声音把它那不凡的人生讲诉着，听那
流水带着欢乐愉悦的奔流声一直走下去，是它养育了生命，
是它www。99zuowen。com让生命受到滋养；再听听看呀！
那美妙嘹亮的歌声在山间中回荡，是她，是她，快看，快看
啊！她站在溪水岸边的石头上，唱着美妙的歌，山，用它雄
厚的声音伴乐，水，用清脆的叮咚声演奏。清晨的日光愈来
愈烈，从溪水中折射出五彩的光，溪水中的荷花开的那么灿
烂。“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美景衬着骄阳，如一幅水天
相接的山水画一样。

夜晚的山水更是美丽。皎洁的月光似银纱一般轻柔，淡淡的
月光衬托着荷花，好一幅荷塘月色景象啊！荷叶上的水珠经
那月光一照，好似一粒银珠儿落在玉盘一样。水，静下来了，
蝉鸣声阵阵吟唱着。月色下的山凹凸不平，但它却是那么美，
那么美。夜晚是寂静的，但这山水间静得迷人，让人陶醉。
一滴水珠不小心从荷叶上落了下来，又是那一声清脆悦耳的
声音，这夜晚，真是不一样的韵味啊！

四年级:黄子馨

上一篇：我喜欢踢足球

下一篇：美丽景色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篇三

十年前，我七岁，那是个完美无瑕的童年，那时的天空是蔚
蓝蔚蓝的，那时的鸟鸣是清脆响亮的，那时的说是清爽飘逸



的，那时的树是鸟的天堂，那那时的河是鱼虾的家乡，阳光
总是那么柔和，小草夜总是那么柔嫩，似乎，空气中还带着
玫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童年最美的回忆，就像一个梦，
美却易碎。

那天，它真的碎了，如同一个水晶球滚落在地，之后就剩下
一地碎片。村里不知何时来了挖土机，对着绿油油的草地直
接扑去，伴随着一座座高大的工业建筑的崛起，我听见了小
草的哭泣声，花瓣的掉落声，还有大树沉重的呻吟声……之
后，工厂上的烟囱里冒出一股一股的浓烟，河边的排水管不
停地流出散发着恶臭的黑水，水泥路上的每个角落都堆着垃
圾，一幅幅不堪入目的情景就是铮铮地事情，我感到大地在
颤抖，天空在皱眉。

十年后，我27岁，来到这充满回忆的故乡，我傻了眼，惊奇
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仍然有高大矗立的工厂，马路上仍然有
一辆辆奔驰而去的汽车。可我分明感到，天空在向我微笑，
风仍然在快乐地飞扬，这里有一片片翠绿的草坪，沿路种着
各色各样的花，浓密青翠的大树笼罩在阳光温柔的怀抱里，
天空蓝得看不见一丝云彩，小河青得可以看见河底，随着微
风的吹动，河面上泛起金光闪闪的涟漪，也波动着我此刻的
心。

我看到了，看到了十年的家乡动人的光彩，如一场梦，却又
如此真实。在一个天朗气清的白天，踏上了软绵绵的青草地，
围绕的是青山绿水，享受阳光温柔的缠绕，呼吸带着草香的
空气，从此远离污染，远离喧哗。十年中的变化缓慢而迅速，
人们学会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改造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自然，那十年后所向往的一切将不会是梦。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篇四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欣赏、了解古建筑的特点与风格，

2、临摹古建筑，懂得爱护古建筑。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欣赏了解古建筑，懂得爱护古建筑。

2、要求学生，注意合理构图，注意虚实的处理和色彩搭配。

教学难点：

能比较准确地画出古建筑的外形，并能向老师和同学介绍作
品。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1、组织教学

2、课题导入：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是祖国古代劳
动人民智慧和技术的结晶，它博大精深，装点着我们祖国的
河山,有些已被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爱我中华,珍惜、
爱护、保护好古建筑，我们新一代神圣的职责，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来学习爱护古建筑，板书课题。

3、欣赏：

师：请看大屏幕：这是什么古建筑？



生：这是万里长城，它雄伟壮观，蜿蜒盘旋在山上，体现了
古代劳

动人民的高超的建筑技艺，是我国人民的骄傲。

师：这又是那里呢？

生：这是北京的太和门广场，它很气魄。

师：请继续看屏幕这是什么古建筑呢？

生：这屏幕上是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它的色彩和装饰
花卉图

案很美丽。

师：你们看这是什么山上的古建筑？

生：我知道这是武当上古代建筑群，世界闻名。

师：这又是什么古代建筑呢？

生：这是宗教建筑，布达拉宫。

师：大家知道的知识很多啊，这照片是哪里呢？

生：这是山西的应县木塔，它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木塔。塔
里有18尊罗汉塑像，个个心底都是很善良的。

师：课本中介绍的是哪里的古建筑？

生：是江南水乡西塘镇的民居，西塘镇有千米廊棚独具特色。

师：大家的知道的真不少，我们这里有古建筑吗？



........

师：你们知道的可真不少，

师：家乡的古建筑有的损坏很厉害，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吗？

生：我建议:修旧如旧,保持古代建筑的风貌，如同函古关的
重修一样。成为旅游胜地。

师：你说的真好，你能总结出古代建筑的风格特点吗？

生：造型优美,对称,渐变,顶有脊,檐翘等。

生：结构科学,斗拱,柱梁,不用钉子,稳固。

生：极尽装饰,檐,雕梁,画栋,窗饰等。

师：真不错，你的这些知识是从哪得到的？

生：上网查找的。

生：我们可以用泥塑、纸工，绘画等多种形式表现古代建筑。

师：画时要注意什么？

生；（要画好古建筑,先要进行观察分析,把它简单看成几何
形体。）

师;你说的很好，老师画的.寺庙，大家喜欢吗？示范画

学生进行临摹。

师：你画的是什么？

生：......



师：很好。其他同学呢？

生：我画的是......

师；她画的怎样？

生：我认为色彩...........。

师：大家课前都分小组调查了古建筑，了解了很多，古代劳
动人的

智慧，并认识到古代建筑代表的历史，和当时的民风，今后
我们要更

爱护古建筑。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了解我国古代建筑的外观造型、
建筑结构、群体布局、装饰色彩、类别。

2、对我国古代建筑的欣赏感受能力。

3、培养学生对祖国建筑以及悠久历史文化的热爱和民族自豪
感。

教学重点：

了解我国古代建筑的外观造型、建筑结构、群体布局、装饰
色彩。

教学难点：



对我国古代建筑的欣赏感受能力，能够从外观、结构、布局、
装饰、类别来欣赏祖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二、讲授新课：

（一）导入

建筑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今天我们来学习我国古代建筑
艺术。

出示自学提示：

1、欣赏古代建筑，了解建筑的基本特点外观造型都是由哪些
部分组成？

2、说出古代建建筑的美。

生：北京的天坛，故宫博物院，武当山建筑群等工艺不凡，
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师：同学们说一说在建筑中加上各种艺术手法的效果是怎样
的？

生：色彩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同学们从课本中找一
找我国古代建筑在色彩的运用上都是怎样的？生：蓝、绿、
红。

三、总结：

1、今天同学们一定收获不少吧，请来说一说。



2、看到我国的古代建筑你有什么感慨呢？

3、请说说我国古代建筑的资料和我们所在地区的古代建筑资
料。

我们请同学们用画笔记录下自己喜欢的古代建筑并可以将自
己画出来。教师出示古建筑小亭子等范画。

四、作业评价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大家的作品，谁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说说其他同学作业的优缺点。

课后拓展：空余时间希望大家多找些古代建筑图片资料，加
深对它的了解。

五、课后反思：

我国古代建筑艺术成就非凡，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
位。学生们从外观造型、建筑结构、群体布局、装饰设彩等
几个方面欣赏我国的古代建筑艺术，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
审美情趣，并能把它画出来足以看出同学们对古建筑的热爱
和保护意识。

家乡真美教学反思篇五

我的家乡，那是一个山青水秀、地杰人灵的地方，那更是一
个让人难以忘怀、魂牵梦绕的地方。

每逢节假日我回家乡，当车一驶上依江而建的清江大道时，
已习惯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我，眺望到那方山水，心里便油
然生出一种感慨：还是家乡的山水亲、山水美啊！

我的家乡长阳是古老的巴人发祥地，美丽的清江就像秀丽少



女的一条纱裙，使“她”更加秀气柔美，更有魅力！长阳位
于鄂西南山区，接枝城，邻宜昌，由清江而得名，清江穿过
其全境。原《史记》中就有记载“处楚西南部具发古人之陵，
其地处山不秀丽唯美，风水极佳，乃处天然宝地。”这段资
料的记录也正说明长阳山水美之灵气，是自古以来都受人爱
慕向往的。

家乡的山，虽没有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奇特，
但却有它独有的魅力——秀气而连绵。找一个风和日丽的日
子，泛舟依山的清江，人会感觉十分惬意。家乡的山虽不高，
但却一座连着一座，每座又各不相同，有的像巨人，有的像
大象，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刀尖，奇峰罗列，形态万千，一
眼望去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遐想无限。山上的树木
生长得十分茂盛，多以松柏为主，苍劲挺拔。还有许多五颜
六色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点缀其中，但主角仍是绿，有深、有
浅、有明、有暗，绿得那样充满生机，绿得让人难以形容。
恐怕只有在画家的笔下才能描绘出来吧！

这样的山环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山水
相依，山水交融。是这方山水，勾勒出了一幅富有生机、活
力、唯美的山水画，也是这方山水，哺育出了一代代纯朴、
善良的长阳人！

我爱家乡，我爱家乡的山和水。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梦
也在这里！无论走多远，家乡的山水都珍藏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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