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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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小学三年级英语这一课充分体现了英语新课标理念，从知识
目标来说，本课的教学对象是三年级的学生，考虑到孩子刚
开始学习英语，所以本课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目的。以为三年级的孩子以具体形象
思维为主，所以我努力为学生创设一种学习情境，让学生在
一种宽松、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学习新单词、新句型。考虑
到三年级的孩子已学过四个星期的英语了，有了一定的基础，
所以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始终采用英语，让学生完全沉浸在
一种英语的学习氛围中，同时也以这种氛围感染每一个学生，
大胆开口说英语。

在本课教学中做得不足的是部分同学把单词green和black的
发音发的不好，教师应在多数同学错误发音后立即进行纠正，
有些同学的歌唱的也不是很到位。在以后模块的教学中还应
经常复习和操练。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泉城》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散文，介绍了泉城济南最具特色
的自然景观。济南泉水多如繁星，然而却各具风采。珍珠泉，
平地涌泉，形如珍珠，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古
人曾以“百尺珠帘水面铺”的诗句赞美珍珠泉。趵突泉，泉
水清澈，三股比吊桶还粗的清泉，水花四溅，喷射数尺，壮



如白雪三堆，真是平地喷出三尺雪。作者在细致观察的基础
上，描写了济南名泉的奇丽景色，抒发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
感情。

当我找着张主任说课时，发现在教案中只体现到了对学生情
感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于是对原有教学思
路做了修改。如何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我们在一起进行了细
致的研究，从文章自身出发，让学生在感受大自然的同时，
激发学生的感情;从文本自身出发，通过字词的理解来理解文
本;同时在课堂上还要体现写作指导;另外还要有对文本自身
的挖掘，比如在描写泉水流动时所用的四个动词，要给学生
以引导，掌握描写事物要抓住事物的特征去写，而且要用词
准确。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泉城》是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上册的一篇讲读课文，也是小
学课改最高年级的一篇课文。自课改以来，就尝试着用新理
念来讲授课文，就是这样，我每备一节课，就先在组内进行
教研、备课，课授完后大家还要在一起研讨，就是这样，上
完每一节课，我从中受益匪浅。

本节课从选课到两次授课，在组内经历了无数次的研讨，对
于在课堂上的备课和授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大家
在一起，共同研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了解决学生之间
的合作能力、掌握写作方法而选了本课，在学生一边欣赏祖
国美景的同时，掌握学习方法，寓教于乐。

起初在设计本节课时，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合作能力，而忽视
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此主任张老师、本组组长王轶
群老师、屈鑫丽老师、王红梅老师等，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行
教研、说课，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通过在读中
去感悟课文内容、品味生字词，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美好
景色的感情。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快乐的家园”是第一单元“生活中的数”的开端，学生将
初步认识10以内的数，体会数的意义，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特别注意把数的认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
数数、读数的过程中，渐近理解数字的代表符号。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数字符号的呈现是十分抽象的，他们
很难理解这些数字符号与他们所认识的生活中直观物体的量
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创设生动有趣的学
习情境、设计富有情趣的数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数感;在数数、认数、读数的过程中，要重视实物
操作，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使学生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体会数的意义。

这节课，我注重创设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利用电子白板，
呈现电子课本，利用动画让学生在小鸭子的带领下，进入富
有情趣的数学活动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
的数感，较好地使学生理解了数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同时重
视了实物操作，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使学生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体会数的意义。数学的
特点之一是具有抽象性，而低年级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以具体
形象为主要形式，同时还保留着直观动作思维的形式。因此
在引入新知识时，通过直观的富有意趣的情境，并安排操作
性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操作性实践中感受知识、学习新知
识。在注重直观感受的同时，逐步提高对学生的要求，使学
生的思维得到拓展，不只停留在原有的知识水平和已有的生
活经验基础上。

课堂上，很多学生没有倾听的意识，习惯于自说自话，再加
上各自在不同幼儿园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学习习惯、学习基
础都不同，课堂纪律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都要多加注意。
数学课堂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的地方，更应成为孩子们成长的
地方，在今后教学中我们要更注重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倾



听、提问等良好的学习习惯。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陶罐和铁罐》是学生所喜欢的搞笑的童话故事。讲的是发
生在陶罐和铁罐之间的搞笑故事，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
主要讲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第二主要讲许多
年代过去后，人们发现了陶罐，铁罐却早已氧化。作者告诉
人们“不能只看到自已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已的短处，也不
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这样一个道理。
这则寓言故事语言朴素却富有童趣。教学时，引导学生明白
寓理并受到教育是本课的主要教学目标，既是教学重点，也
是教学难点。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抓住对话、注重朗读，体
会人物性格特点。

加深了对“人物”的理解。这样一来，课堂再不再是教师的
独角戏，而是成了学生的舞台。

这种以读带悟，以悟促读，在读中体验、揣摩主角的性格特
点，提高思想认识，为理解寓意作铺垫。这天这节课的教学，
较好的完成了预设的教学要求，到达了预设的教学目标，孩
子们在课堂上学得主动，从孩子们的朗读和发言中，能够感
觉到他们已经体会到了陶罐的谦虚宽容，也感受到了铁罐的
傲慢无礼，这时，明白故事所蕴含的道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了!

泉城课文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泉城》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散文，介绍了泉城济南最具特色
的自然景观。济南泉水多如繁星，然而却各具风采。作者在
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描写了济南名泉的奇丽景色，抒发了热
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文章是很典型的总分总结构的课文。而且各段的布局及写法



也很相似。2-5段分别介绍了珍珠泉，五龙潭，黑虎泉和趵突
泉这四大名泉，都是先介绍泉的位置，再抓住各自特点重点
勾勒和描绘。我把重点放在珍珠泉和趵突泉上。帮助学生抓
住关键词句体会泉水的特点。在珍珠泉的处理上，我让学生
去细细地品读文章的语言文字，抓住“涌”“忽聚忽散，忽
断忽续，忽急忽缓”“拎”等关键词，让学生想象体会珍珠
泉的美丽和神奇，再通过朗读表现出来。五龙潭和黑虎泉这
两段比较简单，我让学生找到泉水的特点，然后通过自己的
朗读表现。在处理趵突泉上，我让学生抓住“大、美、清”
的特点，来体会七十二泉之首的魅力。

其中有几处细节，我觉得还需要好好反思和改进。第一，上
课时我比较紧张，很多地方说错话。对于学生的评价也有点
词不达意。第二，对于珍珠泉的的处理还可以从它名字上来
体会泉水的美丽。单从神奇来讲有些破坏泉水的美丽，也影
响了学生阅读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