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企业组织客户活动方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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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路旁的橡树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今天，我上了《路旁的橡树》这篇课文。这是人教版第六册
教材的课文，是著名教育家苏霍娒林斯基写的。考虑到在一
节课里要基本完成教学内容，我为四年级的孩子选择了这篇
比较短小浅显的课文。尽管评课的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
语，但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保留自己的判断！老师们
为了鼓励我才尽量说优点，我自己知道，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有一些遗憾。这只能说明，我的临场应变能力还不够强，现
场调控能力还有待加强，而思考和实践是走向成熟的捷径。

我想如果能把自己授课的过程全部摄下来，以旁观者的角度
去审视的话，一定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在教学中最
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学生主体地位，真正做到顺学而导。

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有很多地方都和我原先预料的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这就决定教师
必须敏锐地察觉他们的思维过程，从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提炼
最值得探究的教学问题，带领学生在文本中走个来回，引导
他们通过自己的揣摩、感悟、体验、想象去解决心中的问题，
把学和教、预设和生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管“风筝”飞
得多远，“线”永远在老师的手中。在教学中，我原想以中
心突破法来指导学生理解全文，但是，由于疏漏了让学生说
感受的环节，自然引不到中心句去。而且从学生阅读的心理
规律上来看，学生更迷茫的不是最后一句，而是写工程师和
工人们沉默的话。在对学生学情的估计和及时调整策略上，
我显然缺乏教学机智。我想在探究“工人们和工程师为什么



叹气”这个问题前，还是应该先让学生解决“马蹄形”是什
么形状，从而对课文意思有一个初步的概括和了解。在引
出“有必要让树，还是把树砍了吧？”这个问题，就更能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争辩思维，更有兴趣地去读书。

因此，教学是要充分预设的，同样的.教学内容，到不同的班
级去教，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教师最要紧的是现场灵活的调
控能力。在细节上，还有很多毛病，比如一开始自己也有些
紧张，说明缺少实践锻炼的经验；对多媒体课件的操作不够
灵活，导致不小心把后面一张幻灯片提前放了出来；对时间
的控制不够完美，导致教学出现了几十秒的多余时间，又让
学生提问，使教学又终点回到了中国；对板书的设计虽然比
较有新意，但是当时考虑到时间，漏了“和谐画卷”这几个
词，我想如果加上，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总之，在辛苦的过程里，我们会得到自我的提升，搞课题、
上课都是一样。我想起一个朋友的话：“做一棵会思考的芦
苇”吧！在过程里，我们感受着快乐！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
这个团结协作的大集体。

路旁的橡树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路旁的橡树》这篇课文语言质朴，情节简单，通过寻常小
事，不寻常的处理方法，感染学生，增强环保意识。以下是
我教授此课后的几点感受：

一开始，让学生质疑，他们对“高尚”一词不太理解，通过
研读课文，体会工程师内心复杂的思想斗争，特别是理解他
如果选择砍去橡树，也一样可以得到赞美或者得到更多的赞
美，但最后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让学生懂得，在平凡小事
中，在矛盾挣扎中，能让好的思想占上风就是一种高尚。在
教学过程中，反复地让学生朗读课文的最后一段，让“高
尚”一词在学生的心灵上打上深深地烙印，把这种环保意识
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去。



在引导学生抓住文中重点的词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美
好的行为时，除了让学生感受他们品格的高尚，还不失时机
地安排一些语言训练。看着这个弯曲的马蹄形进行说话练习，
让学生想象风中的橡树在跟人们说些什么，这样的练习既让
学生体会到这像箭一样笔直的公路上，这唯一的马蹄形的弯，
昭示了筑路工人高尚的心灵，又让学生在说话练习中，锤炼
了文字的准确性，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
应是语文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把学生的视线引向广阔
的生活课堂，让学生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积累丰
富的生活经验。因此，在学完课文之后，我让学生了解身边
保护环境或破坏环境的事例，把学生的视线从语文之河引向
广阔的生活之海。

虽然自己很努力，想离完美更近一些，但回头审视自己的课
堂，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１、在理解课文时，过于注重了对文本的解读，却忽略了朗
读的训练，如工程师与筑路工人沉默不语时的场面，如果能
让学生通过朗读加深体会，效果可能会更好。

2、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但自感放手不够，老师扶得还较多。
对于略读课文，应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路旁的橡树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核心提示：在教学这篇课文时首先讲述于课文有关的故事。
之后出事南北两座城市图，教师描述情景。学生立即竖起两
耳倾听，然后各抒己见，但是由于学生阅历浅，没有说出解
决的办法，教师立即引入课文。自主学习解决问题，学生自
由...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首先讲述于课文有关的故事。之后出事南
北两座城市图，教师描述情景。学生立即竖起两耳倾听，然
后各抒己见，但是由于学生阅历浅，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
教师立即引入课文。自主学习解决问题，学生自由读读课文
然后汇报。教师引导说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又通过讨论，找
出描写工人们不想砍掉橡树心情的句子并加以理解，学生知
道橡树是有很强的的生命力和美结合在一起的，不能破坏。
常言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今天的橡树和公路都要，并且
很完美，这是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心愿。工人们既要把道路修
好又要保留橡树。孩子们知道人和自然能和谐相处，保护一
草一木，赞美工人们有一颗高尚的心等。不足之处，部分学
生课文读得很差，句子理解有难度。

《路旁的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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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的橡树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路旁的橡树》课文语言质朴，情节简单，通过寻常小事，
不寻常的处理方法，感染学生，增强环保意识。以下是我听
了谭玲老师的.授课后的几点感受。



一开始，让学生质疑，他们对高尚一词不太理解，通过研读
课文，体会工程师内心复杂的思想斗争，特别是理解他如果
选择砍去橡树，也一样可以得到赞美或者得到更多的赞美，
但最后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让学生懂得，在平凡小事中，
在矛盾挣扎中，能让好的思想占上风就是一种高尚。在教学
过程中，反复地出现课文的最后一段，让“高尚”一词在学
生的心灵上打上深深地烙印，把这种环保意识落实到自己的
行为中去。

在引导学生抓住文中重点的词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美
好的行为时，除了让学生感受他们品格的高尚，还不失时机
地安排一些语言训练。看着这个弯曲的马蹄形进行说话练习，
让学生想象风中的橡树在跟人们说些什么，这样的练习既让
学生体会到这像箭一样笔直的公路上，这唯一的马蹄形的弯，
昭示了筑路工人高尚的心灵，又让学生在说话练习中，锤炼
了文字的准确性，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
应是语文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把学生的视线引向广阔
的生活课堂，让学生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积累丰
富的生活经验。因此，在学完课文之后，要让学生了解身边
保护环境或破坏环境的事例，把学生的视线从语文之河引向
广阔的生活之海。

１、在理解课文时，过于注重了对文本的解读，却忽略了朗
读的训练，如工程师与筑路工人沉默不语时的场面，如果能
让学生通过朗读加深体会，效果可能会更好。

2、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但自感放手不够，老师扶得还较多。
对于略读课文，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探索实践。



路旁的橡树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今天，我上了《路旁的橡树》这篇课文。这是人教版第六册
教材的课文，是著名教育家苏霍娒林斯基写的。考虑到在一
节课里要基本完成教学内容，我为四年级的孩子选择了这篇
比较短小浅显的课文。尽管评课的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
语，但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保留自己的判断!老师们为
了鼓励我才尽量说优点，我自己知道，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有一些遗憾。这只能说明，我的临场应变能力还不够强，现
场调控能力还有待加强，而思考和实践是走向成熟的捷径。

我想如果能把自己授课的过程全部摄下来，以旁观者的角度
去审视的话，一定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在教学中最
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学生主体地位，真正做到顺学而导。

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有很多地方都和我原先预料的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这就决定教师
必须敏锐地察觉他们的思维过程，从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提炼
最值得探究的教学问题，带领学生在文本中走个来回，引导
他们通过自己的揣摩、感悟、体验、想象去解决心中的问题，
把学和教、预设和生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管“风筝”飞
得多远，“线”永远在老师的手中。在教学中，我原想以中
心突破法来指导学生理解全文，但是，由于疏漏了让学生说
感受的环节，自然引不到中心句去。而且从学生阅读的心理
规律上来看，学生更迷茫的不是最后一句，而是写工程师和
工人们沉默的话。在对学生学情的估计和及时调整策略上，
我显然缺乏教学机智。我想在探究“工人们和工程师为什么
叹气”这个问题前，还是应该先让学生解决“马蹄形”是什
么形状，从而对课文意思有一个初步的概括和了解。在引
出“有必要让树，还是把树砍了吧?”这个问题，就更能有效
地激发学生的争辩思维，更有兴趣地去读书。

因此，教学是要充分预设的，同样的教学内容，到不同的班
级去教，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教师最要紧的是现场灵活的调



控能力。在细节上，还有很多毛病，比如一开始自己也有些
紧张,说明缺少实践锻炼的经验;对多媒体课件的操作不够灵
活，导致不小心把后面一张幻灯片提前放了出来;对时间的控
制不够完美，导致教学出现了几十秒的多余时间，又让学生
提问，使教学又终点回到了起点;对板书的设计虽然比较有新
意，但是当时考虑到时间，漏了“和谐画卷”这几个词，我
想如果加上，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总之，在辛苦的过程里，我们会得到自我的提升，搞课题、
上课都是一样。我想起一个朋友的话：“做一棵会思考的芦
苇”吧!在过程里，我们感受着快乐!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这
个团结协作的大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