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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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标准》指出："使学生感受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数学
教学必须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例出发"。目的
是让学生体会数学就在身边，感受数学的趣味和作用。

体会教学的魅力。本节课提供现实背影、挖掘数学思想方法，
让学生参与教学材料的提供，使教学内容成为更易于课堂教
学表达，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索。通过创设具有浓厚生活气息，
贴近学生知识水平的问题情景，把问题情景与学生生活紧密
联系起来，让学生亲自体验生活情景中的问题，一方面激发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产生内在的学习动机，使其智力活动
达到最佳激活状态;另一方面可以沟通现实生活与数学，具体
问题与抽象概念之间的联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数学，
发展数学，体验数学的价值。

例如：把按比例分配实心球、按比例计算儿童的头高、零花
钱的分配等，这样生活气息浓厚、学生感兴趣，活生生的题
目引入课堂，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在
讨论分配篮球时，学生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出发分，有的认为
男生多分，女生少分，有的认为女生多分，男生少分，还有
的说一样多，同学们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而我告诉学生这样分篮球队的同学感到不公平，
给学生制造学习的矛盾冲突，引起学生的探究欲望。这样的
设计我是想让学生在学习时体验到数学就在我们的身边，身
边到处有数学，其次以问题调动学生思考。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彩色的非洲》是一篇略读课文，篇幅较长，让学生能在通
读课文后抓住文章重点内容，了解文章写作方法和结构，感
受文章的意境美和语言美。

这篇课文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表达。它在篇章布局、
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十分鲜明。结构上采用了先概述再分述最
后又概括总结全文的方法。既首尾照应，又直接抒发了作者
对非洲的赞美之情。课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过渡也
十分自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文章顺畅自然。二是语
言。课文的语言十分优美生动，无不体现着意境的色彩美和
语言文字本身的美，读来就像欣赏一幅幅五彩的画卷，让人
回味无穷。

一是通过自由读、浏览、默读来理清文章脉络，领悟作者的
表达方法和写作特色。

二是通过学生分组活动，充分的阅读来感悟体会语言的优美。

一、学生抓住彩色的非洲一方面进行品读，说说体会。学生
往往是心里有，但表达不出来。不如，就让学生各种形式的`
朗读来读出非洲的美，也是展示的一种。

二、字词的处理时间有点长，后面的研读时间和展示时间就
有些少了。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彩色的非洲》教学反思是一篇描写非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
观和多姿多彩人文景观的略读课文。这篇课文有两个特点：

一是表达上，采用总分总结构、首尾呼应、分述部分采用先
概括后具体的表述方式。



二是语言，全文语言生动优美，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整堂课我紧紧抓住了非洲的“多彩”这一条主线进行教学，
基本达到了略读课文的教学要求。

课堂伊始，我和学生聊同学们所认识的非洲，学生们说出了
非洲的植物很多、严重缺水、有很多黑人等一些现象，于是
我再用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非洲“彩色的”，激起了学生的
好奇心。通过对“色彩斑斓”这个词语的'讲解，引出本课的
两句感叹句使学生对文本有个整体感受，同时学习作者前后
呼应、总分总结构的写作特点。

在自主阅读中让学生完成句子填空：这是一个怎样的植物世
界，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在学生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从文本总起句入手，整体把握，整体感知，再引导学生
重点精读、品读，指导学生采用“读、找、画、说”来读懂
课文，理解课文内涵。

因为三班郭老师请假，我在三班上课时也采用了此法，教学
效果也很好.挺有成就感的！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彩色的非洲》是第八单元“异域风情”的最后一课，是一
篇描写非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人文景观的略读
课文。

这篇课文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表达。它在篇章布局、
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十分鲜明。结构上采用了先概述再分述最
后又概括总结全文的方法。开头“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
世界啊！”和结尾“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既首尾照应，呼应课题，又直接抒发了作者对非洲的赞美之
情。课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过渡也十分自然，如，
过渡句“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彩色的，动物世界也是彩色



的”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文章顺畅自然。二是语
言。课文的语言十分优美生动，作者联想丰富，如，“金灿
灿的阳光，映照得天空格外的蓝，好似透明的蓝宝
石”，“……繁花似锦，绿海荡波，满眼是绿色，处处是花
海”，无不体现着意境的色彩美和语言文字本身的美，读来
就像欣赏一幅幅五彩的画卷，让人回味无穷。

基于本文的特色以及略读课文的教学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
目标确定为以下三点：

1.通过浏览全文，抓关键句了解主要内容，借助课题含义，
触摸作者围绕主题进行选材的写作方法，理清文脉，并体会
文章首尾呼应及过渡句承上启下的妙处。

2.通过自读自悟，反复品读，想像等方法，了解非洲彩色的
植物世界，并了解作者的写作方法，并通过图文回旋等方法，
感受非洲独特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体会作者对彩色非洲
的赞美之情。

3.通过对非洲植物世界的学习，能迁移运用、举一反三，自
学非洲彩色动物世界、日常生活及艺术风采，积累好词佳句。
并能简单复述非洲的彩色。

关于略读教学，小语专家沈大安老师曾讲过，可以分三步走：
初读知大意，再读抓重点，三读谈感受。根据这一方法及略
读教学略教但不略学理念，我的课堂主要围绕目标分两个板
块来展开。第一板块便是“列提纲，理文脉”，扶放结合，
引领学生将全文进行梳理，让学生真切地感受本文的表达特
色。而后在粗犷的音乐声中让学生从大量图片中走进非洲，
感受非洲的多姿多彩。紧接着，进入第二板块“读悟结合，
感受非洲风情”教学，主要让学生走进非洲彩色的植物世界，
从文字中细细品味，用作批注的方法，让学生与文本进行亲
密接触。并能迁移运用。从课堂的效果来看，学生对文章的
表达方法还是掌握得比较好的，而且文中大量运用的修辞手



法的优美词句，他们都是通过自学、小组合作等方式找出来
的。所以，略读课文的教学要大胆放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

《彩色的非洲》的教学反思

《彩色的非洲》是人教版第十册第八单元“异域风情”的28
课，是一篇描写非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人文景
观的略读课文。这篇课文到写作上值得学习：课文的语言十
分优美生动，作者联想丰富，如，“金灿灿的阳光，映照得
天空格外的蓝，好似透明的蓝宝石”，“……繁花似锦，绿
海荡波，满眼是绿色，处处是花海”，无不体现着意境的色
彩美和语言文字本身的美，读来就像欣赏一幅幅五彩的画卷，
让人回味无穷。它在篇章布局、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十分鲜明。
结构上采用了先概述再分述最后又概括总结全文的方法。开头
“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啊！”和结尾“啊，非洲，
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既首尾照应，呼应课题，又直
接抒发了作者对非洲的赞美之情。课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
分明，过渡也十分自然，如，过渡句“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
彩色的，动物世界也是彩色的”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文章顺畅自然。

1、课前，我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非洲的风情风光的图片或文字
资料，自学生字词。

2、教学时，我采用以学生自读自悟的方法。全班讨论交流的
重点是：“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课文中学到了那些表达方法？（小组讨论，汇报），
再“读悟结合，感受非洲的自然景观”，让学生走进非洲彩
色的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从文字中细细品味，用作批注的
方法，让学生与文本进行亲密接触，感情朗读加深体会在让
学生谈谈从文中学到了那些表达方法时，我引导了解课文的
表达的顺序及其他一些写作特点，有利于培养概括能力和表
达能力：理解课文语言描述上的特点，有利于积累语言和运



用语言。

3、中国和非洲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在拓展中，我让学生结
合搜集的资料，谈谈对非洲的印象和了解。

是一篇描写非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人文景观的
略读课文。这篇课文有两个特点，一是表达上，采用总分总
结构、首尾呼应、分述部分采用先概括后具体的表述方式。
二是语言，全文语言生动优美，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整堂课我紧紧抓住了非洲的“多彩”这一条主线进行教学，
基本达到了略读课文的教学要求。考虑到我们班学生自学能
力比较弱，因此，在教学中，始终关注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本节课中体现以下阅读特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课堂
伊始，我和学生聊同学们所认识的非洲，学生们说出了非洲
的植物很多、严重缺水、有很多黑人等一些现象，于是我再
用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非洲“彩色的”，激起了学生的好奇
心。通过对“色彩斑斓”这个词语的讲解，引出本课的两句
感叹句使学生对文本有个整体感受，同时学习作者前后呼应、
总分总结构的写作特点。在自主阅读中让学生完成句子填空：
这是一个怎样的植物世界，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在学生自
主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文本总起句入手，整体把握，
整体感知，再引导学生重点精读、品读，指导学生采用“读、
找、画、说”来读懂课文，理解课文内涵。

遗憾总是伴随着课堂。在教学中，也有几处教学细节处理不
当：一是作为一篇篇幅很长的略读课文，要在一课时内让学
生充分走进语言文字，面面感受到非洲的多彩显得有些牵强。
整堂课的设计也致使后面的语言赏析部分，不能给学生以充
足的时间去进行，有点匆匆走过场的感觉。二是严重脱离了
文本，这里主要有两处：在教学植物一块内容的时候，还是
比较顺利，整个课堂的节奏也十分地轻快，内容也十分紧凑。
但在教学动物时，由于我对学生的预设不到位，没及时调整
课堂教学，而是为了完整呈现教学流程，从而导致把大部分



的时间浪费在学生谈印象最深刻的动物中。一开始学生就说
是动物，但是我担心学生对其他动物的不了解，因此又问了
其他同学，结果，学生们绕来绕去就回不到蝴蝶这一点上了。
因此，在动物这一段教学中，学生既没有真正感受到非洲的
多彩，也没感受到作者写蝴蝶的五彩缤纷和眼花缭乱，对文
字语言的美也没有好好地进行朗读品味。对于非洲人的日常
生活这一部分，我是让学生先自由读课文，然后让学生给插
图配上文字，也可以是用课文中的语句来说。但是当我提出
更高要求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时，学生冷场了，大部分学
生只能说一两句，这是我所没用预设到的。上完之后想想真
不应该，学生都还没来得及对文字进行理解，我就急着让学
生说话了，真是有点牵强。三是教师的教育机智还欠缺。学
生是活的，而课堂设计是死的，我不能一味着牵着学生走，
而是要引导。

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彩色的非洲》是人教版第十册第八单元“异域风情”的最
后一课，是一篇描写非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人
文景观的略读课文。

这篇课文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表达。它在篇章布局、
语言表达上的特色十分鲜明。结构上采用了先概述再分述最
后又概括总结全文的方法。开头“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
世界啊！”和结尾“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既首尾照应，呼应课题，又直接抒发了作者对非洲的赞美之
情。课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过渡也十分自然，如，
过渡句“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彩色的，动物世界也是彩色
的”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文章顺畅自然。二是语
言。课文的语言十分优美生动，作者联想丰富，如，“金灿
灿的阳光，映照得天空格外的蓝，好似透明的蓝宝
石”，“……繁花似锦，绿海荡波，满眼是绿色，处处是花
海”，无不体现着意境的色彩美和语言文字本身的美，读来
就像欣赏一幅幅五彩的画卷，让人回味无穷。



基于这些特点，考虑到农村小学生自学能力比较弱，因此，
在教学中，始终关注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
习奠定基础，于是，我在本节课中体现以下阅读特点：

1.有疑而入，朗读贯穿教学始终，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要学会质疑。课堂伊始，我和
学生聊非洲所认识的非洲，学生们说出了贫穷、落后的一些
现象，于是我再用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非洲“彩色的”，激
起了学生的好奇心，接着播放农远录像，让学生谈感受，找
出中心句，使学生对文本有个整体感受，同时学习作者前后
呼应的写作特点。

接着将课文浓缩成几句话，在自主阅读中让学生完成填空，
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

2.注意教给方法，读写结合，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学生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文本总起句入手，整
体把握，整体感知，再引导学生重点精读、品读，指导学生
采用“读、找、画、议、写”读懂课文，理解课文内涵。

3.自主介绍一处喜欢的风景，积累优美词句。

本文有许多描写风土人情的优美词句，可以培养学生积累词
句的能力。因此，在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我增加了“介绍
非洲”这一个内容，然后说说理由：“你为什么喜欢？有哪
些词句是你喜欢的？”

这样，在说说读读中，培养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积累词汇
的能力。

最后，在回读文本中，教师进行思想升华的教育。



遗憾总是伴随着课堂。在教学中，也有几处教学细节处理不
当：

1.我让学生找课文中其它的过渡句，结果学生花了很长时间
还是找不出来，最终还是教师被动地出示。这样让人觉得是
为了生硬地找过渡句而找。不如学生找不出来时就及时出示，
稍作讲解。

2.因为理文脉时大量时间的花费，致使后面的语言赏析部分
也就不能给学生以充足的时间去进行，有点匆匆走过场的感
觉。而这些都是教师对于学生的预设不到位，没及时调整课
堂教学，为了完整呈现教学流程而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