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
进措施(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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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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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一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一篇游记，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
洞的经过。融情于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秀丽山河的思想
感情和品赏大自然的情趣。课文按游览的顺序，依次写了去
金华双龙洞的路上见闻，游外洞、由外洞进入内洞、游内洞
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乘船出洞的情况。全文结构严谨，内
容安排浑然一体，井然有序，两条线索有机交融，贯串始终；
观察仔细，描写形象生动，景物特点鲜明；叙述有详有略，
详写孔隙、内洞风貌，突出了双龙洞的特点。课文重点引导
学生学习作者观察、表达的方法，通过语言文字领略金华双
龙洞的神奇之美，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本节课围绕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效果：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金华的双龙洞，离学生
实际生活较远，因此我在教这课时，创设了一个快乐夏令营
的情境，让同学们以夏令营队员的身份，去欣赏课文，并且
以这条游览的主线贯串整节课的始终。通过自已设计的过渡
语，让学生沉浸在游览双龙洞的情境中。这样不仅把枯燥的
文字变成有趣的游览，还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抓住课文的写作线索。作者采用了两条线索，并将其有机
地融合，条理清晰。课始，学生非常容易地找出线索之一：
出金华——过罗店——渐渐入山——到双龙洞口——游外



洞——过空隙——游内洞——出洞。在讲读课文时我就主要
采用这条线索来讲。线索之二：泉水，迎着溪流上山——溪
流从双龙洞口往外流——外洞泉水来路是石壁下方的孔
隙——泉水在内洞缓缓流——上源在深黑的石洞里。这条暗
线学生没有一下子说出来，是在我的提示下找出来的。

3、“读”是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让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自悟，
边读边想象，以读促悟。借助图片、录像等电教手段创设情
境，努力营造自主阅读、积极对话的氛围，使学生能感悟出
语言文字背后的情韵，把自己对文本的综合体会表达出来，
把课本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使课堂上洋溢着浓浓的“语
文味”。

4、抓住重点语句理解。文中有两个句子写出了作者乘船进入
内洞时的真实感受，无疑是本篇课文中的重要语句。教学时，
我先播放配乐课文朗读录音，让学生直观体会作者的真实感
受；然后，又让学生抓住“挤压”“稍微”“准会”等词语，
联系生活实际解读作者心情；最后，水到渠成地小结学法，
热情鼓励。这样处理，不但顺利地达成了预设目标，而且渗
透了学法指导，还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思想感情，效
果很棒。

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是及时抓住教学契机让
学生展开想象的空间动笔写了一段话。例如，在讲解内洞墙
壁上的一段文字：“其次是些石钟乳和石笋，这是什么，那
是什么，大都依据形状想象成神仙、动物以及宫室、器用，
名目有四十多”时，我及时抓住这个能够让学生展开想象的
机会，让同学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在内洞的石壁上可能
还会有什么样的图案，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学生在短短
的几分钟内，都能依据自己的想象写出一小段话，既锻炼了
动笔写的能力，又训练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在教学中按游览路线带学生学习外洞、孔隙、内洞的时候却
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图片、录象出示的时机没有把握好。



如果我再重新来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首先让学生浏
览文本，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然后课件引领，引导学生感悟
文本，使学生能感悟出语言文字背后的情韵，把自己对文本
的融合体会表达出来；接着创设情境，启迪学生展开想象，
讨论交流：“这些石钟乳、石笋像什么？”老师发图片，结
合课件启发学生想象；最后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引导
学生进行口语交际“我是小小导游员”，在内化语言的同时，
又提高了学生的读书悟文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二

《记金华双龙洞》是叶圣陶先生早年写的一篇游记，作者按
游览的先后顺序记叙。文章开门见山的直接点明游览的时间
和地点，又以简洁的语言写了途中所见的景物，语言朴素，
真实可感。

本课是以读中感悟教学为核心的。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
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感
悟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
供充分自由表达、朗读感悟的机会。

自以为教学成功的几点有：

四年级学生对写景文章的感悟能力是有限的。教学时我十分
重视学生的阅读感受。比如，在教学孔隙这一段时，孩子
从“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
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
破额角，擦伤鼻子。”这两句感受到的是孔隙很窄又很险。
我珍视学生这种感受，同时结合人们对走夜路的恐惧心理告
诉孩子们著者的这种感受正是由于“眼前昏暗了”引起的，
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

一节课下来，学生的学习热情一直很高。我认为这就是自己
教学成功的体现。其实教学初，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并不高，



于是在教学“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比盆
栽的显得有精神。”我特意让学生思考：盆栽的杜鹃有人精
心照看怎么会比不上山上开的映山红呢？经过讨论，孩子们
认识到盆栽杜鹃的娇气，山上映山红的不畏风雨。我问孩子
们：“你们愿做杜鹃还是映山红呢？”孩子们都是纯真可爱
的，都高声回答说要做映山红。我接着让孩子们读这句话，
要读得“有精神”，孩子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孩子就是孩子，可塑性是特别强的。

“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再加上或浓或淡的新绿，眼
前一片明艳”这句总写了路上风光的美丽。我先让学生闭着
眼睛听老师反复朗读这个句子，然后让他们描诉自己所联想
到的，孩子们都能积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词语库去说自
己的感受。

“在那里聚集一千或是八百人开个会，一定不觉得拥挤。”
是说外洞很大的，到底怎么大呢？我让学生想像：若是在我
们教室聚集100人开会会怎样？200人呢？孩子们顿时恍然：
这洞真大呀，它是大自然的杰作，它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在洞里走了一转，觉得内洞比外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进
房子那么大”读这句时，我先让学生理解“大得多”，然后
让他们弄清“一进房子”有多大，通过比较和联想，学生都
觉得双龙洞真神奇呀，大自然真伟大！

在教学中，我始终将读和悟结合起来，让学生边读边悟，先
读后悟，悟后再读，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学生很快背熟
了“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溪
流声也时时变换调子”等句子。孔隙一段教学我引导学生先
读懂每句话写了什么，再思考句子与句子的内在联系，教孩
子边想句意边分层背诵。孩子们思维活跃，背得很快。

教学后，我认为自己的教学还是有过于随意不够严谨这个缺
点，也许是自己对教材的研读还不够深入吧。认真研读教材，
不凭经验随意教学，还有，虽然要以学生为主体，但切记被



学生牵着鼻子跑，课堂要紧紧驾驭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保
证课堂最大的有效度，不至于浪费过多的教学时间。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三

在学《记金华的双龙洞》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以往学习游
记文章的方法，先让学生理清课文的顺序，然后抓住重点段
进行朗读学习。这样学生通过自由朗读后，很快就知道了作
者是按照地点转换的顺序来写的。接着，我就顺着学生的思
路，引导学生逐段学习。在学习中，指导学生抓住重点句子
进行朗读和理解，例如：“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
时而缓，时而急，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这句话，让学生
想象溪流是随着山势而变宽变窄的，溪声也是随着溪流的宽、
窄变换流水声的。这样在边学边想中，去理解课文，去跟着
作者的顺序去游览。

在学生对前面课文有了了解后，再让同学们按作者游览的顺
序即由描写“外洞、空隙、内洞景物”的特点来里课文。教
学时，我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点进行游览，然后对学生
感兴趣的孔隙部分进行重点教学，这样安排，主次分明。教学
“孔隙”这段时，让学生自主探究，边读边做动作，让学生
充分体会作者当时的感觉，从而理解课文。教学“外洞和内
洞”时采用四人小组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突出精讲点拨，以学生为主，让学生从听、说、读、写几个
方面得到综合训练为主。这样学生很快就能够理解课文内容，
知道内洞和外洞的特点。

最后，让学生自由浪读，结合自己平时在生活中游玩的经历，
来结束课文。

在学生对课文内容和顺序充分了解后，再让学生自由组合，
以导游的身份互相介绍双龙洞，这样使学生达到完全掌握文
章内容的目的。



回顾本课教学，虽然说学生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的学习，
但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教师
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不断加强训练。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四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篇游记，主要描写了“外洞、空隙、
内洞景物”的特点。教学时，我想重点讲解“空隙”的部分，
引导学生归纳学习方法。然后，要求学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
学习“外洞、内洞”部分。最后，学生自学“路上见闻”部
分。如此安排，主次分明，体现了本单元的训练重点——分
清文章的主次。教学“空隙”时，努力实现教育民主化，形
成师生共同激励，相互促进的教学新格局。教学“外洞和内
洞”时力促以培养学生自主精神和自学能力为核心的教学理
念的形成。最后的设计“导游讲解”部分有趣，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使课堂成为学生主动学习，勇于探索的'动态过程。
教学设计立足课堂，优化教学进程；突出精讲点拨，讲究艺
术提问，从以学生的机械学习为主转变为听、说、读、写的
综合训练为主。

实现两个目标：培养学生思考、表达和搜集材料的能力，运
用有关课外材料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培养学生依据课文内
容，搜集材料、丰富课外知识的习惯，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和对喀斯特地貌的兴趣。

完成本单元重点训练目标：教学时，我重点讲解“空隙”的
部分，引导学生归纳学习方法。然后，要求学生以小组讨论
的形式学习“外洞、内洞”部分。最后，学生自学“路上见
闻”部分。如此安排，主次分明，体现了本单元的训练重
点——分清文章的主次。

不足之处：教学内容过多，对各个教学过程挖掘的深度不够；
学生主动参与的精神不够，教学气氛不活跃。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五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一篇游记，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
洞的经过，情融于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秀丽河的思想感
情和品赏大自然的情趣。按游览顺序，依次写了游金华双龙
洞时的路上见闻，游外洞，由外洞进入内洞、游内洞的所见
所闻所感及乘船出洞的情况。

上伊始，我让同学们自读，整体感知，初步了解是按什么顺
序写的。上，我鼓励学生采用图示法理清的思路，联系平时
的习作，谈谈按游览顺序写作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学生根
据自己的经验，谈到了写这类时，得做到游览的顺序清晰，
景点的介绍有详有略，抓住景物的特点描写等等。再回到，
依次寻找相应的方面。当学生把游览顺序用图示法展现在同
学们的眼前时，一篇的脉络就明晰了。

在学习第6自然段时，我在学生欣赏双龙洞内石钟乳和石笋的
图片，激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在此之前，学生通过朗读，
了解到洞内石钟乳和石笋的特点，因此，我趁热打铁，对学
生说：“如此神奇的景象，你能用优美的或有趣的语言把它
记录下，把双龙洞介绍给更多的人吗？”学生兴致高昂，饶
有兴趣地进行了想象和创作。在这一个写的训练中，不但发
挥了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也促进了对本的感悟，因为
学生在写的过程中既体会到了内洞的神奇，又感受到当时作
者那种惊叹的心情，更把所学过的一些写作知识运用其中，
提高了对语言字的运用能力。

从本的学习看，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学生上交的小
练笔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同学不会运用知识，他
们的学习状态仍然停留在本上，不会把从本上学到的方法用
到自己的作创作中去。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篇六

本文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篇游记，主要描写了“外洞、孔隙、
内洞”景物的特点。因为是游记，又恰逢春天旅游，踏青的
好季节，学习叶老先生的游记写法，被我作为本课的训练重
点。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习作者的记述顺序
作为重点提示学生关注的内容。找出每一部分作者写的是什
么内容是我引导学生关注的重点，我们随着叶先生的游览顺
序，一步一趋地前行的同时画出游览的路线图。

游览图是可以较为轻松地画出来，但这样的课堂又难免枯燥
乏味，因此，我又想，怎样才能让学生觉得趣味盎然呢？一
是把自己扮作游客，和叶先生一起游览，但整个游览过程又
似乎不太能引起学生的热情和共鸣。二是动作体验，这点似
乎学生很感兴趣，或许是孩童的天性，我班的孩子特别喜欢
在朗读的过程中加上一些动作。在体验孔隙的窄、矮、险时，
加上动作，想象，体验后，再朗读，学生朗读的兴致比较高，
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可以看出，他们体会到了孔隙的特点。
三是通过和现实场景的比较来感受外洞，内洞的宽大和神奇。
和同学们在教室，操场集会作比较，学生的直观感受较为鲜
明。也是帮助他们理解课文内容的好方法。通过以上的朗读
和感悟，学生读得还算不错。但对于内洞的感受，有些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