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大全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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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第一、语文课应该实现内容的深化理解。孔子有言：“文胜
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想，为人、
为文固然要追求文质兼美，上课也应该以此为旨归。而我这
节课在处理内容和形式时有些偏颇，执着于穷尽对描写手法
的鉴赏，而对课文本身的核心内容有所忽略。《端午日》中
流动的是浓郁的湘西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也是我国传统民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也是本单
元的教学重点。而我却未能加以强化，这是一处不容忽视的
败笔。另有，在ppt的制作上也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多配
的动画图片有点喧宾夺主。

第二，语文课应该实现方法的落实掌握。本课中，我着重以
《端午日》的场景描写为例子，系统地总结了文中所体现的
各种描写方法。遗憾的是，我在讲授这个环节时没有进行强
化总结，这使得学生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流于仓促和浮泛，
对这几种描写方法的认知不够扎实。在随后的对“追鸭竞
赛”的场景描写中，有的学生就没有能够有意识地以清晰的
思路去加以练习。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二

《端午日》这节课是由实习老师上的。在上课前看了看实习
老师的教案，发现她的教案缺乏板块性，而且问题比较琐碎，



帮助她重新确定了教学板块后，整个教学设计基本上达到了
常规水准，但是在问题设计方面我并没有发现过于明显的亮
点，只是可以保证实习老师能够在课堂上完成这些教学任务。

在上课的过程中，亮点出现了。当老师抛出一个情境设计：
让学生担任现场解说员，根据文中对赛龙舟场景的描写，组
织一段解说词。

如果今天是我在上课的话，我可能不会让学生完成这个学习
任务，因为去年我上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使用了这一设计，
但是学生在解说的时候变现并不是很突出，语言词汇比较贫
乏，而且学生过于依赖书本，并没有大胆想象，充分发挥自
己的能力。

但是今天，我却在学生完成这一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发现，平
时我所教的这些学生在解说的时候表现非常突出，而且其中
有几位学生表现异常抢眼，完全打破了他们在我脑中的常规
印象。这个时候我非常庆幸当初我在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并
没有向实习老师提供我以前的惨痛经验，现在才能感受到学
生们潜在的魅力。

同时也让我认识到有时候并不是我的设计存在本质上缺点，
而是没有在正确的环境中使用，这也让我清晰地了解到“因
材施教”的深沉性。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三

重新站上讲台，一切都是新的。第一次在新的学校里上公开
课，我不敢有任何懈怠，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准
备。在一番对课文和相关资料的细致研读后，大致的教学思
路逐渐形成。一篇文章，尤其是大家的文章，可讲的东西很
多，但要上好课显然不宜面面俱到。本着“一课一得”的有
效教学理念，我设计了以“学习精彩的场景描写”为主要目
标的教学方案并付诸实施。



临到上课时，教室后面坐着的一排老师让我的学生们多少有
些紧张，我自觉准备还算充分，自然要以微笑鼓励他们。整
节课基本上顺利地按计划进行，也基本达到我所预期的教学
目标。但课还没上完，我已经有了遗憾之感。因为临场发挥
的能力和经验的欠缺，交流讨论场景鉴赏和实践场景描写两
个板块完成得比较仓促，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和水平。

现在想来，这些应该算是我对自己的教学所做的最原生态的
反思，而真正的反思是在聆听了各位前辈和同仁的评价之后
开始的。他们在给予肯定的同时，给了我很多切实有力、极
富启发性的指点。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四

《端午粽》选自作家屠再华写的童年散文集《嘟嘟糖和小雪
灯》。

课文调理清晰，围绕端午粽，以儿童的口吻生动地向我们介
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和花样。第1自然段先介绍端午节，外
婆会煮好粽子等我们回去；第2自然段具体介绍了粽子的色香
味；第3自然段重点了粽子的花样多；最后点出了端午吃粽子
习俗的由来。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习俗活动之一。上课伊始，
课件出示端午节的活动场景，出示各种粽子图片，带学生走
入情境，感受端午节品粽子的节日气氛。

通过看图“品尝”端午粽，学生们对端午粽从外形、种类及
端午粽的由来有了初步的认知。然后直接学习第2自然段，引
导学生弄清本段有几句话，每句话主要写了粽子的哪一方面
的，结合课件，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了粽子的颜色、味道等特
点。

“品”粽从“读”粽开始，通过多种形式、方法的朗读，增



强了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并提高了阅读的能力。本课的朗
读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读好带“的”的短语，另一个是学
习读好长句子。

教学时，采用了“内容分解法”，引导学生对长句的内容进
行分解，明白了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再运用各种方式练度、
巩固。此外，生字的教学也和读结合起来，以读代讲，在读
中进行识字教学，使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五

在授课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受赛龙舟的热烈场
面上，通过课件的展示，图片上的人物动作与课文内容相结
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场面描写的内涵。

同时，在课文拓展这一块，我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自己
选定赛龙舟中的一个角色(带头的，锣手，鼓手，浆手，群
众……)，用一段话有针对性的向大家介绍自己在竞赛中所在
的位置，所做的事及所起的作用。这一类的活动学生很有积
极性，主动举手踊跃发言，我也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但在向学生传授虚实结合、正面侧面描写相结合两种表现手
法时，我感到力不从心，在教学中也将这一块讲得仓促了些，
学生的理解可能还不是很到位。同时，由于第一次使用了多
媒体，在课件的制作上也不是太完善。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六

语文课应该实现方法的落实掌握。本课中，我着重以《端午
日》的场景描写为例子，系统地总结了文中所体现的各种描
写方法。遗憾的是，我在讲授这个环节时没有进行强化总结，
这使得学生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流于仓促和浮泛，对这几
种描写方法的认知不够扎实。在随后的对“追鸭竞赛”的场
景描写中，有的学生就没有能够有意识地以清晰的思路去加



以练习。

语文课必须重视语文特有的感悟体验。在本课中，我在强化
方法的指导的同时，弱化了对朗读的要求。我想，语文课要
有明晰的方法指导，更要有朗读感悟，这二者是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的。上课时当把二者有机结合，以理解促进朗读，
用朗读体现理解。

再次回望开公开课的前前后后，感受最深的是那种无形的压
力，然而也深知这些压力正是成长的契机。我想，也只有在
不断的历练与反思中才能不断地成长吧。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七

《端午日》这篇课文是苏教版七年级第三单元的文章，属
于“民俗风情”专题。全文紧扣“端午日”这个主题，按时
间顺序写了争看划船——竟追鸭子——结束赛事的思路展开，
表现了茶山同人同庆端午的风俗，表现了奋发向上，合作争
先的民族精神。教学的重点放在“争先划船”的品读和领悟
上，既做到了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又不忘让学生局部咀嚼
品味，教学成效显。教学中还注意引导学生充分挖掘利用与
教材相关的资源，如让学生在课外了解当地端午风俗，把课
内与课外、课堂与生活沟通起来，使课堂呈现开放状态，对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语文学习是大有裨益的。

不足之处：对场面描写这个难点突破上稍欠深入，使得学生
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流于仓促，对这几种描写方法的认知
不够扎实。在随后的对“追鸭竞赛”的场景描写中，有的学
生就没有能够有意识地以清晰的思路去加以练习。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八

正值繁忙的期中考试,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星期五讲一节公开
课,不禁有些紧张,因为这两天期中考试监考和改卷安排的非



常满,甚至晚上还要加班改卷,哪里有时间备课?领导要求排除
万难,坚决完成任务,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挤时间准备啦!

所幸周五时间安排的很充分,安排在上午第四节讲课,所以前
三节还有很多时间准备,倒也比较从容。

《端午日》的整体设计重点是突出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
增强民族自豪感，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会和掌握场
面描写的方法；学习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优秀品质。由于
五班同学配合的比较好，所以基本上完成了学习目标。

我初步设计多读课文，指导朗读，示范朗读，听读课文，让
学生通过出色的朗读体会文章要点、感情，以读促悟，增强
理解。课堂上由于指令不明确，废话太多，导致学生读书的
时间不够充分，正像专家说的那样，教学用语不够简洁，充
分压缩教师讲话的时间，引导启发迟迟不到位，结果学生读
课文的时间有所减少，虽然有大幅度的展开，仍然不够充分。

对于场面描写的教学，我的引导和启发比较充分，基本上让
学生体会和总结出了场面描写的.方法，然而由于时间不够，
所布置的写捉鸭子的场面的任务只好放到课下去完成。正像
专家说的一样，场面描写没有真正完全的掌握。

由于采取了竞赛似的小组积分活动，所以团结竞争的精神得
到了充分的实践，学生积极性非常高，对于传统节日的认识
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起到了非常好的强化作用。

另外语言品析虽然很多，但是没有精准到位，学生没有掌握
好准确的语言品析的格式和方法，这一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之，经过专家的评析，受益匪浅，任重道远，仍需多加努
力。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九

《端午粽》这篇课文选自屠再华的童年散文集《嘟嘟糖和小
雪灯》，十分贴合学生的童年生活，课文围绕着端午粽，重
点突出，条理清晰，以儿童的口吻，生动地向我们介绍了粽
子的样子、味道、花样以及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图文结合，联系生活等方式，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粽子的样子和种类时，
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部分同学都非常喜欢吃粽子。

于是我便让同学们展开讨论，联系自己的所吃过的粽子，为
大家介绍一下粽子的样子、味道、花样等，由此也可以锻炼
一下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本节课的长句子比较多，我便让同学们反复阅读，边读边学
边体验，刚开始有同学读不准字音，例如，“一”字的变调
掌握得不是很好，还有一些同学停顿处把握得不是很好，我
便先对长句子进行内容分解，明白句所表达的内容，再进行
反复练习。

例如，“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
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这个句子比较长，但是是有一定逻
辑顺序的。在指导读长句子时时。

首先，引导孩子想一想这句话写了粽子的哪些特征，找出关
键的事物（箬竹叶、糯米、枣），然后再引导学生发现这些
事物的具体特征（青青的箬竹叶，白白的糯米，红红的枣），
并读好这些“的”字短语，最后通过找关键词，引导学生关
注作者介绍时的顺序（用……包的，里面，中间），从而发
现这句话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地描写了粽子的样子。

通过这三个小步骤，学生对这个长句子便有了清晰的认识和
理解，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反复阅读，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本课最后一段还讲到了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
原，在教学过程中将端午节吃粽子的传说以放视频的形式讲
给同学们，他们都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还有同学联系生活经验分享了关于端午节的其他习俗，例如，
赛龙舟、编五色花绳、佩戴香囊等，加深了学生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了解，潜移默化之中也激发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之情。

端午粽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十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缪爱国

教学目标：

1、激发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招热情；

2、了解湘西端午习俗；

3、学习虚实相生的场面描写方法。

教学实录：

一、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生：中秋节、重阳节。

师：谁来补充一下？

生1：还有春节、端午端午节、儿童节。（众生笑。）

生2：儿童节不是传统节日。



师：对。还有补充吗？

生：还有元宵节、清明节。

师：非常好。我们同学懂得还真多。下面我口占一首七绝，
同学们看看是写哪一个节日的？（吟诵）屈原已死三千年，
招魂野祭五月前。龙舟迅疾如流矢，万人喝彩青潭边。（还
没背完，众生纷纷举手）

生：这首诗写的是端午节。

师：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生：因为这首诗写到屈原，写到龙舟，这两者都与端午节有
关。

生（齐）：沈从文。

师：他有哪些代表作？

生（齐）：有《边城》、《长河》、《湘行散记》。

生（齐）：好！

二、朗读课文，寻找突破点，牵动全篇

（生朗读课文）

师：有人读完了，有人没读完也停下来了，因为他看到其他
人停下了。这种习惯不好。你没读完，你就继续读吧！

（部分学生继续读书）

师：读完了吗？



生（齐）：读完了。

师：那你们找的是哪句话呢？

（学生三三两两地举起了手）

师：没找到的人快速跳读课文。（有学生在轻声地交流，举
手人数渐多）是哪句？齐读一下。

生：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的竞赛，直到天明方能完事。

师：好！也就是课文的第三小节。一共写了几项活动？

生（齐）：两项。

师：第一项——（生齐）船和船的竞赛。

师：用四个字概括一下——

生1：船船竞赛。

生2：赛船比赛。

生3：龙舟竞赛。

师：非常好。三个字呢？

生（齐）：赛龙舟。

师：（一气呵成）两个字呢？

生（齐）赛船。

生（齐）：人鸭竞赛。



生1：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人鸭竞赛”就像人和鸭在赛跑，
最好改为“追鸭比赛”就不会引起歧义了。

师（击掌赞叹）：好极了。（众生颔首）三个字——

生（齐）捉鸭子。

师：两个字——

生（齐）：捉鸭。

师：好。（板书：捉鸭子）（稍停，指“赛龙舟”）这是第
几小节写的？

生（齐）：第一小节。

师：（指“捉鸭子”）这个呢？

生（齐）：第二小节。

师：好。同学们，刚才我们找到了课文的第三小节，通过第
三小节，一下子就拎动了全文。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研读
语文课文的方法，我们把它叫做“一点突破法”。在这里，
我特别要提及的是我当年的恩师姚烺强先生，他是“一点突
破法”的创始人。

三、深入学习，模拟采访

生（七嘴八舌地）：课本剧……自读积累……记者采访……

生：我认为课本剧不行。因为本课没有剧情，不好表演。最
好采用记者采访的形式。

师：大家同意吗？



生（齐）：同意！【学习方式最好由学生自定】

师：那谁来扮演记者？

生（十分积极）：我！

师：那我们就让女生扮演记者吗！记者来到湖南采访端午习
俗，一找就找到一位——

生（七嘴八舌）划船的青年……年长者……

生：我认为最好是遇到一位老大爷。因为老大爷经验丰富。

生（齐）：书上。

师：对！记者必须通过认真阅读课文，从文中提取出问题。
而我们的老大爷，也必须深入研读课文，揣摩记者会从哪些
方面提问。下面就请大家默读课文。女生可以边读边用一张
纸整理一下问题。

（生按要求自读课文，教师巡视。）

师：都读好了吗？下面男生与男生，女生与女生自由组合，
交流交流。可以下位。

（生自由组合）

（一女生上，接过麦克风）

陆：（佯装咳嗽）我们这儿吗，每年端午节都会赛龙舟、捉
鸭子的，很是热闹。

记者1：哟，那看的人多吗？

陆：多，多，多！河两岸全是人啊。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



出来了。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
热闹。

（生1下，另一女生上）

记者2：老大爷，请问你们这儿的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师示意“老大爷”调动下面的学生参与）

陆：这个问题吗，请我的朱老兄来帮我回答。

朱鸣骐：（站起，模仿老大爷的神态、语气）我们这儿的龙
舟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

记者2：谢谢老大爷。

（下，另一女生上）

记者3：老大爷，你们这儿龙舟上都有哪些人，他们是如何分
工的？

陆：请刘兄帮助回答吧。

刘宇君：一条船上吗，有12-18桨手，还有一个鼓手，一个锣
手。桨手专门划桨，带头的坐在船头，手拿令旗，左右挥动，
指挥船只方向。擂鼓打锣的坐在船中，他们用鼓声调理节奏。

记者3：谢谢。

（下，另一女生上）

记者4：请问老大爷，龙舟竞赛获胜的都能领到奖赏？

一男生：（主动站起）我来回答。凡获胜者都能领到一匹红
布，一块小银牌。



记者4：那捉鸭子是怎么回事呢？

陆：请缪老兄（指教者）回答一下。（众生笑）

师：这个问题还是请其他更为博学的人回答吧。顾元祥老兄，
你来回答。

顾：(模仿老大爷的神态、语气)龙舟赛过之后，士兵把30只
绿头长颈的大雄鸭放进河里，人们争相捕捉，凡捉到的尽归
其所有。

记者4：谢谢老大爷。

（下，又一女生上）

记者5：老大爷，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为什么要赛龙舟和捉
鸭子呢？

陆：这个吗…为了纪念屈原。你再问问缪老兄吧。

生（齐）：好！

记者5：谢谢。我的采访结束了。

（下，陆下）

师：对刚才的采访过程，谁来评点一下。

师：说得好。刚才的几位记者都问到了关于赛龙舟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赛龙舟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请从文中找出一句
话描述一下。

生（七嘴八舌地）：“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
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水战时擂鼓的种种情形。
”



师：你们认为读得怎样？

生（齐）：不好！没感情。

师：再来一遍！感情充沛一点，读出气势。

（生齐读）

生齐：实写。

师：“便使人想起……”这是——

生齐：虚写。

（板书：实写、虚写）

师：正是这里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写法，使得场面描写特别生
动。下面我们来进行一项练习。课文第二小节写捉鸭子，场
面写得很简略。我们来试着运用虚实相生的方法，以“兵士
们将30只绿头长颈的大雄鸭放进河里”为开头，将捉鸭子的
场面写得具体一点。给大家5分钟时间，看谁写得多。

（生奋笔疾书，5分钟后）

师：时间差不多了，许多同学己经写了二百多字了。我们来
交流一下。

生1、2：（略，教师相机点拨，着重强调虚实相生方法。）

五、小结延伸

师：今天我们了解了湖南人民是如何过端午节的，并且练习
了场面描写的方法。课后，请同学们一网查一下湖南端午节
的相关习俗，作为一个探究性练习。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