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梦圆
飞天教学反思(精选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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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组的各位老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他们给我
了很多帮助。

《梦圆飞天》这篇通讯报道了我国“神舟”5号飞船成功发射
的经过，抒发了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壮志豪情。

所以在讲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从最后以自然段入手，抓住“梦
圆飞天”是中国人的骄傲由此引出“神5”即将发射时那激动
人心的时刻。让学生从时间上面感受倒计时时紧张的气氛，
反复请学生朗读倒计时的十秒钟。

这节课上下来中总的来说我和孩子们配合得还不错，学生的
表现非常的好，而我却逊色多了。在这堂课中出现了很多错
误的地方：

1、“兴奋”的读音应该是一声，我却说了一节课的四声。

2、问题不明确。

3、我本身对课文的理解不到位。在授课的过程中，没有更深
层次的抓住课文要点，整节课只是让孩子在文字表面理解飞
天成功的喜悦，并没有从文字背后体会到“神5”发射成功对
于我们中国人的重大意义。



4、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的朗读。学生在朗读这篇课文的时候
声音洪亮，可是没有感情。在朗读杨利伟描述从太空看到地
球的那段文字时，没有体会到从太空看到地球的美，读起来
硬邦邦的。这是我的失误，平时在指导朗读时就忽略了这一
点，总是认为放声的读就是好的。

5、课堂应变能力不强。在问学生读了6---15自然段哪个场景
给你留下的影响最深刻时，学生一下子就说到“神5”发射的
场面，而我却没有及时引导，没有及时播放课件。而是在第
二次引出这一段时才播放课件。浪费了不少时间，也打乱了
我的思路，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看来还是缺乏磨练啊。

6、时间把握不好，这已经是第二课时，但是由于前面的时间
没有把握好，以至于后面的内容没有时间处理，最后仓促结
束，使整节课显得不完整。到后面“神6”“神7”“嫦娥一
号”……这些飞天历程没有呈现出来。

总之，通过这次课堂大对话，加快了我成长的步伐。也谢谢
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今天教学了《梦圆飞天》，自我感觉有亮点，也有不足。

《梦圆飞天》是一篇通讯稿，报道的是20xx年10月15日，我
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成功飞向太空的壮烈景象。表现了中国
人们实现飞天梦想时无比喜悦与自豪的心情，歌颂了我国航
天事业再创新辉煌，以此激发孩子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课
文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送行、发射、问候、梦圆。前三
部分为场面描写。教学时，我紧紧抓住了人物的心情，指导
学生以读促悟。

片断一：



一名学生朗读，其他同学边听边画。

师：听完了，谁来汇报一下当时人们各自的心情如何?

生：当时人们的心情很“激动”，

师：你能说说当时人们为什么激动吗?

生：几千年的梦想即将实现了。

师：为了这几千年的梦想，我们的科学家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今天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能不激动吗?请你读出人们激
动地心情。

生：有感情的朗读。

片断二：

师：即将出征的杨利伟怎么样呢?

生读3、4自然段

师：从杨利伟平静、坚定地话语里你听到了什么?

生：杨利伟很自信，很有信心。

师：杨利伟为什么这么有自信，看一段有关资料(出示杨利伟
刻苦训练的资料。)

学生阅读交流感受。

生：杨利伟训练非常刻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有放在航天训
练上。

生：杨利伟为了训练很努力，为“飞天”付出了很多心血，



作了充分的准备。

师：你说得真好，真是杨利伟平时扎实的训练和我国航天技
术的成熟让杨利伟充满自信!让我们一起来读读杨利伟这一不
平凡的“平静”

片断三：

师：发射进入了倒计时，零号指挥员正在发号施令呢!

指名读倒计时十秒

师：请问指挥官，你倒数时心情怎么样?

生:非常激动。

师：为什么激动?

生：神州5号即将发射，中国人的梦想即将实现。

师：这仅仅是激动地十秒钟钟吗?这还是怎样的十秒?

生：这还是紧张的十秒

师：为什么紧张?

生：因为我们都期盼成功，但又担心失败，所以十分紧张。

师：是呀，这十秒虽短犹长，这十秒牵动着14亿中国人的心，
这十秒凝聚着中国几千年的期盼，让我们一起倒数这秒。

教学反思：

以上教学片断中，我觉得做到了以读促悟。



根据本文主要教学目标是中国人们实现飞天梦想时无比喜悦
与自豪的心情，我确定教学以读为主;让学生充分地读，减少
一些不必要的分析。课文中有好几个场面都让人印象深刻，
有发射前扣人心弦的等待场面，有发射成功后激动人心的场
面等等。要想让学生能对课文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应
该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
比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发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学生联
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比如什么时候也曾有过“心弦绷得紧紧
的”、“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只有让学生充分
地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才能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本课教学后，感到教学设计中，老师的提问、朗读指导都对
学生的牵制太多了，学生始终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少了主
动发展的空间。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语文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文教材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
蕴藏着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历史。《梦圆飞天》这篇富有时
代气息的课文报道了我国的“神州”5号飞船发射成功的经过，
抒发了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壮志豪情。20xx年10月15日是一个
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国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神
州”5号，每一个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响亮的名字——杨利伟。
这篇通讯报道激qing澎湃，充满喜悦与自豪。教学这一课，
应该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的喜悦之情和当
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

课堂要抓好朗读的训练是难点。

首先，教师得有激qing，这样才能以激qing激发激qing。语文
教师作为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主导者，应想方设法点燃学生
的情感之火，促使学生形成最佳情绪状态，情不自禁地走入
文本，和文本进行心灵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有时同样的一



句话，但是由于说话时的语气、语态的不同，所表达的效果
也就不一样了。

其次，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课文中
有好几个场面都让人印象深刻，有发射前扣人心弦的等待场
面，有发射成功后激动人心的场面等等。要想让学生能对课
文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应该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
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比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发
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可以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
历(比如什么时候也曾有过“心弦绷得紧紧的”、“似乎可以
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再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发射成功
后的场面时可以让学生说说想到了哪些成语。只有让学生充
分地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才能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再次，在指名朗读时，要注意一开始尽量不要叫朗读最好的
学生。我有时为了节约课堂时间也经常一开始就叫班中朗读
最好的学生来读，但接下来如果再让其他学生朗读的时候，
往往就很难看到有人举手了。可能在大家的心里都认为自己
没有他读得好，也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这时如果你说“谁
能比他读得更好”或者“谁也想来读一读”，那等于是没说。
大部分学生在一开始朗读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朗读到位，这
时作为老师就得及时引导，而这引导的过程就是学生学习的
过程。而如果每次都让朗读好的学生来朗读，其实无形中是
在剥夺其他学生的学习机会。

总之，朗读应该成为本课教学的主旋律，只有通过声情并茂
的朗读，才能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梦圆飞天的激动之情、喜悦
之情、胜利之情、自豪之情。此外，让学生课前去了解一些
有关神州号飞船(特别是“神州”6号载人飞船)的信息，增加
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学好这篇课文也是有帮助的。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今天教学了《梦圆飞天》，自我感觉有亮点，也有不足。

根据本文主要教学目标是中国人们实现飞天梦想时无比喜悦
与自豪的心情，我确定教学以读为主；让学生充分地读，减
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课文中有好几个场面都让人印象深刻，
有发射前扣人心弦的等待场面，有发射成功后激动人心的场
面等等。要想让学生能对课文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应
该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
比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发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学生联
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比如什么时候也曾有过“心弦绷得紧紧
的”、“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只有让学生充
分地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才能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本课教学后，感到教学设计中，老师的提问、朗读指导都对
学生的牵制太多了，学生始终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少了主
动发展的空间。

语文《梦圆飞天》教学反思2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激情很重要。用你的激情点燃学生的情
感之火，让学生情不自禁中走进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本课教学重点应该是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
的喜悦之情和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破这一难点，学生
的爱国情怀更容易点燃。所以我让学生充分诵读描写“神
舟”5号发射成功的句子，想象并体会当时扣人心弦、激动人
心的发射场面。读后我旨在要求课堂告别繁琐的讲读，为了
体会发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可以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
活经历谈谈你什么时候也会心弦绷得紧紧的？继而引导学生
此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紧张？（是的，此时的我们除
了激动、自豪更有一份期待、祝福）所以当“神舟”5号发射



成功时，我们的心情会怎样呢？这样顺理成章地解读15小节，
学生感受得更加深入了。读的时候更加动情了！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梦圆飞天》这篇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生动详细地记叙
了“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首次飞行太空的过程，
表现了中国人民实现飞天梦想的无比喜悦与自豪。本课的重
点主要是体会“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时人们无比激动、自豪
的思想感情，能结合给学生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谈谈学
生自己的感受。

本课重点从语句中体会感情，要想让学生体会到语句中的'感
情就要让学生反复读课文。引导学生读课文，例如当学生读到
“与航天员朝夕相处的教练、专家来了，手举鲜花的少先队
员来了，他们“人人脸上写满了喜悦与自豪”。让学生反复
读去体会人们为“神舟”五号航天飞船送行时的无比激动的
心情。文章的重点在于第二部分描写扣人心弦的发射场面。
让学生想象当时的情景，读出气势，然后播放准备好的神五
发射录像，学生们十分激动，趁热打铁，让学生通过朗读第
三部分找出杨利伟发出的两次问候，学生们很快就找到了，
从这两处话语中又能体会到航天员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呢？我
给他们示范读，让他们自己读然后回答问题，问题很快就答
出来了，朗读让课文难点很快得到了解决吧，起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语文课只要让学生们多读多留给学生们时间去思考问题，难
题慢慢就会变得容易解决，也能培养学生边读边思考的读书
好习惯。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梦圆飞天》这篇通讯报道了我国“神舟”5号飞船成功发射
的经过，抒发了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壮志豪情。



我一直认为课题是全文的眼睛，因此在教学这篇通讯时我是
从理解课题入手的。初读“梦圆飞天”，感觉朗朗上口，富
有诗意。紧扣“圆”字让学生理解课题的`意思。通过释题，
学生知晓这里的“圆”是“使圆满”、“使实现”的意
思。“梦”指梦想，这里不是通常所说的夜里做梦的生理现
象，而是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飞上太空，遨游苍穹，探索
人类未知的奥秘”的期望。中华民族做了千年的飞天梦，过
去只是幻想，难以实现，如今梦想成真。当学生再次读着课
题时，心里已涌动着激情和自豪。

此外，这篇通讯的谴字造句十分讲究，我注重让学生多感悟，
多品读。如课文中有这样的两个句子“人人脸上写满了喜悦
与自豪”、“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澎湃的激情、胜利的喜
悦和无限的自豪”。我让学生仔细品读句子，想想“写满”与
“洋溢”之间有什么区别？通过读，通过品，学生明
白：“洋溢”比“写满”更进一步地显露出人们内心的激情。
因为人们得知“发射成功”，内心的激情如大海的波涛汹涌
澎湃，喜悦溢满脸庞，可见作者用词的精确。

反思教学过程，感觉自己让学生品悟的时间较多，品读的时
间相对少了些，朗读效果不太理想。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梦圆飞天》这篇富有时代气息的课文报道了我国的“神
州”5号飞船发射成功的经过，抒发了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豪
情壮志。整篇文章语言生动准确，充满喜悦与自豪。教学重
点是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的喜悦之情和当
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因此，在教学时，我紧紧抓住本文的
重点词句，通过反复朗读理解文本，感受语言魅力，点燃学
生心中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在“成功发射”这部分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充分诵读描
写“神舟”5号发射成功的句子，抓住“一秒一秒地逼近”、



数字等关键词语，想象并体会当时扣人心弦、激动人心的发
射场面。我还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你什么时候也
会心弦绷得紧紧的？继而引导学生此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如
此的紧张？我还设计了这样的情境：当你来到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时，看到“神州”5号马上就要发射了，你此时的心情怎
样？学生都说很紧张，我又让学生把紧张的心情说具体。学
生说“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呼
吸声”我又引导学生用比喻的方法，学生说“我的心像一只
兔子砰砰直跳”。体会了紧张的心情后，再让学生读，感情
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

在讲读第十五自然段时，我创设了一个情境——老师是新闻
记者，学生扮演总指挥、杨利伟的儿子、观众、战友等角色。
让他们换个角度谈谈，当看到“神州”5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心
情如何？更进一步点燃了学生心中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以读代讲，通过重点词句，品味语言的魅力，共抒爱国豪情，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让学生交流资料，介绍“神州”6号、“神州”7号成功
发射的情况，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并在课后，将学生们收到的资料汇总，
制作成资料集挂在教室里，供学生阅览，丰富学生的航天知
识。

《梦圆飞天》教学反思

《 梦圆飞天》是一篇通讯报道，报道了我国的“神舟”5号
飞船发射成功的经过，字里行间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
我在教学本课时注意了以下几点：

首先以课题“梦圆飞天”入手，直奔主题问：课题中“圆”
是什么意思？学生畅所欲言说：“圆是圆满的意思”，“是
圆梦的意思”，还有说是“团圆的意思”然后师又巧设一问：



课题 “梦圆飞天”又是什么意思？学生的思考立刻推向深入，
大家通过预习课文纷纷做答，把课堂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师
又问：“谁圆了谁的什么梦？”学生自读课文了解到：“ 中
华民族做了几千年的飞天梦，如今杨立伟叔叔终于载着中华
儿女的百年企盼飞上太空，中国人民的飞天梦终于梦想成真
了。”话到此时，新的一节阅读课也在同学们涌动着激情的
感召下拉开了序幕。

其次，在这堂课的设计中我注重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围绕一个大的探究性问题“文中哪些场面给你印象深刻，划
出来读一读并写下自己的感受。”先由学生自主找出这样的
句子并读读再写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四人小组交流，最后每
组派一名主讲人交流自己的体会。我再根据学生找到的重点
语句相机教学，并指导朗读。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始终处于
主动学习，主动感悟，主动交流，充分理解，充分表达的氛
围中，学生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学习的主动性得
到了发挥。

一节自认为完美的常态课也总有不足之处，由于学生预习过
程中忽略了对个别词语的理解，导致学生在活用词语的时候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在学生自主感悟后交流的过程中，
我还是没有顾及到一些后进生，说的多的仍然是那些领悟能
力好的学生。所以，为了能使班上学生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小，
往后的教学中，仍需要多的把一些机会留给后进生。

梦圆飞天教学反思

一、从课题入手

二、课堂抓好朗读的训练

三、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堂课的设计我注重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围绕一个



大的探究性问题“文中哪些场面给你印象深刻，划出来读一
读并写下自己的感受。”先自己找并写感受，然后四人小组
交流，最后每组派一名主讲人交流自己的结果。我再根据学
生找到的相机教学，并指导朗读。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始终
处于主动学习中，主动感悟，主动交流，充分的理解，充分
的说，基本达到了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语文课堂中来。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梦圆飞天》是一篇通讯报道，报道了我国的“神舟”5号飞
船发射成功的过程，字里行间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
我在教学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从课题入手，课堂抓好朗读的
训练，如“人们盼望已久的、凝结着中国人民心血，寄予着
中国人民飞天梦想的“神州”五号就要起飞时，让学生想象
当时人们紧张的心情，朗读时，强调语速稍快，突出重音，
表现出这种紧张之感。“神州”五号发射成功了，当时人们
是何等的兴奋！“澎湃的激情、胜利的喜悦和无限的自豪”
是并列的'三个简短的分句，朗读时，要学生注意读出节奏感，
读出内在的一层比一层更强烈的思想感情。创设情境，训练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感受送行场面严肃而热烈的气氛，发
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壮观情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不足：
自己在教学时还没有完全地融入到文本中去，还没达
到“文”“我”合一。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九

这篇课文是一篇讲述现代科技的课文，课文主要讲了中国第
一次土载人航天飞行的情景，主要人物是宇航员杨利伟，课
文是按“送行——发射——对话——圆梦”这样的`顺序组织
全文，这一课的教学要让学生明白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与
骄傲，歌颂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激起民族的自
豪感。所以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给学生讲述了有关我们国
家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近些年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对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工程，先进的武器等，给学生作了一



些铺垫，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很浓。课文学完以后，我运用现
代的多媒体，通过网络让学生回顾当年神舟飞船上天的视频，
这样课文与实况进行对照，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课文，效果很
好。

梦圆飞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十

这篇通讯报道激情澎湃，充满喜悦与自豪。教学这一课，应
该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的喜悦之情和当时
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课堂要抓好朗读的训练是难点。在指名
朗读时，我注意一开始尽量不叫朗读最好的学生。

而在平时，我有时为了节约课堂时间经常是一开始就叫班中
朗读最好的学生来读，但接下来如果再让其他学生朗读的时
候，往往就很难看到有人举手了。可能在大家的心里都认为
自己没有他读得好，也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这时如果你
说“谁能比他读得更好”或者“谁也想来读一读”，那等于
是没说。但今天，我把朗读的面大胆铺开了，因为我想这样
充满激情的文章，只有通过个体声情并茂的朗读，才能使每
个学生真正感受到梦圆飞天的激动之情、喜悦之情、胜利之
情、自豪之情。而课堂效果也证实了我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想再也不能因为追求部分学生
的“高效”，而忽略了班中弱势群体的学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