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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1、学生的朗读仍需要加强指导。学生在朗读时不能通过自己
的语气来表现对课文的理解，对学生的指导还不够细致。

2、对课堂的生成处理不是特别妥当。在给长城题词时，有一
学生说：“长城，你永远都不要倒啊!”我只是敷衍了事，没
能抓住这一契机进行更深层次的引导，如果能继续引
申：“长城真的不会倒吗?”接着介绍长城的破损情况，引发
学生思考如何保护长城，效果会更好。

3、对引导学生理解长城的巧妙设计时处理得比较肤浅。在引
导学生了解了瞭望口、射口、城台的时候，应让学生根据课
前收集的资料，介绍它们的作用，这也是我今天教学中的一
个疏忽之处。

长城的教学结束了，但这一课给我的触动也是比较大的'，从
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这类的课文，喜欢它的大气，喜
欢它的简洁明了，这也是今天对这一课反思很多的原因之一。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长城的运河》是一首饱含强烈爱国情感的诗歌，由两部分
组成，分别描写赞颂了长城和京杭大运河。教学这首诗歌时，
不仅要遵循语文的传统教学，也应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
怀，增强浓重的民族自豪感。



在教学设计中，我力求创设多种情境，把学生带入良好的学
习情境中，激发学生不断深入探究文本。

我将识字教学与本册的“习惯篇”对“自主预习复习”的要
求结合起来。主要采用自主识字的方法，检查学生的预习并
着重对容易读错、写错的字进行指导，并引导学生根据生字
的不同特点用不同的方法记忆。

让学生在轻松自主的环境下学习诗歌，理解诗歌深刻的人文
情怀。教学时利用课件展示多幅长城图片，拨动学生心灵琴
弦，使之感受到长城的“奇异景象”，从而明白为什么人们
称之为“人间奇迹”。

通过教学，我基本完成了预定的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我感
到这堂课既有收获，也有不足。在重视诗歌朗读的同时，对
阅读训练有些忽视，尤其是比喻句的理解不够重视。诗歌中
字词深奥，学生不容易理解，教师又不能采用以词解词这种
简单的方法。因此，在诗歌教学中如何将深奥的词语深入浅
出地教给学生，让教学更完美。这是我想在以后的诗歌教学
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长城赞》是一幅长对对联，叙述了长城悠久的历史，描绘
了绵亘万里，雄伟壮丽的风光，赞美了“黎民百工”的聪明
才智和坚强毅力，在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广泛收集了有关
长城的资料，通过交流资料，更好的理解了课文内容，认识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奇迹，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的
思想感情。另外我还鼓励学生自读自悟，重视了有感情的朗
读，语气由舒缓到激昂，对断句、及顿挫进行了适当的指导，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了并学习了作者从不同的观察点抓住事
物特点、由远及近、由整体到部分、按一定顺序观察事物的
方法，在观察中展开联想，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



仔细体会了文章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指导了学生掌
握观察事物的具体方法和如何在观察的基础上展开联想。最
后要求背诵全文，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体会“多少劳动人
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
城”等重点句子的意思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在作业布置环节，可以出几道题目，让学生选做。（有能力
的同学可以全做，其他的同学根据自己的实力选做。）

1. 学生再说说对联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赞美长城的？

2. 你对现在游长城的人，在上面随便刻画，游什么看法？

3. 课外收集有关古迹的对联，以小组为单位办一期手抄报。

这样及喂饱了优等生，还照顾到了学困生，一举两得。所以
这课的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今天给四年级的孩子上了“长城”的第二课时，感触较深。

近来上课，我以没有备课的习惯，喜欢拿着教材就走上讲台。
当然，这个内容是我在前面教学中已经上过两遍的内容。不
过是没有明显记忆的，现在上就是凭感觉来的。

上这节课，我首先让孩子通读全篇课文，然后后让孩子找出，
“那一段写明了作者对长城的赞叹和赞美的？”很明显，最
后一个自然段写的这个内容。

当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后，我就抓住“伟大的奇迹”这个关键
词解读全篇课文，让学生到前面去找，有那些地方能体
现“长城”的“伟大和奇迹”。这个答案在前面写“长城”的
“长、构造、建造”三个方面体现。



问题提出后，第一个学生找的是“单看这数不清的条石……
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后不见尾的万里
长城。”找到后再以多种方式去读，在读中感悟情感。顺带
着把说明方法（列数字和做比较）也提一提。这一句正也是
全文的中心句，后面的教学我就抓住这一突破口，解读全文。

“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到底有多长啊？”下一环节就顺利的
引到了长城的长。

“伟大的奇迹还提现在哪儿呢？”聪明的孩子很快就能找
到“城墙的宽、高大坚固等。

最后还让学生浏览整篇课文，看作者是由怎样的顺序来观察
的，找关键词就发现是由远及近的顺序。这样一归纳整理，
整堂课就结束了。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长城》这篇课文由两幅长城的彩图和一篇短文组成,直观的
图画和具体形象的散文紧密结合,表现了长城的雄伟壮观,高
大坚固,赞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抒发了作者
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教学本课的主要目的是让
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认识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
慧的结晶,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的文章,四年级的训练重点是读文章想画面,
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教学过程中也应注意这方面的训练.基于这
一点,在教学中我采用了看图,学文,想象相结合的方法,来引
导学生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如在教学第一自然段,我原本的教学设想是主要通过四步来落
实的.第一步是引导学生看第一幅图,用自己的话说说在你眼
中,长城是怎么样的;第二步,引导学生读文中的描写,看看作
者是怎样把这么长,这么气魄雄伟的长城给描写出来的;第三



步,引导学生思考一下作者运用了什么方法来写长城的长,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第四步,边读边想象文中所描绘的画面,加深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落实第一步的时候,学生受课文描写的
影响,加之我氛围渲染得不好, 对他们思维拓展的启发不够,
学生多数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很长","像长蛇","像长龙"之类
的语句,思维拓展得不够开.在落实第二,第三步的时候,课上
我是把它们糅合在一起的,大多数学生能够通过自读,领悟到
这一自然段是通过列数字和比喻具体形象地写出了长城的长.
而在落实第四步的时候,也是这节课最欠缺的,就是有感情地
读课文的同时,想象文中所描绘的情景,画面.这一问题同样出
现在后面品读"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
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一句.在指导有感情朗读,和训练
学生读写结合的设计"你还能联想到当时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
哪些情景 "相脱节.教学中应该如何引导学生读文章想画面,
让学生能把抽象的文本在脑中形成具体的表象 这些都是以后
在教学中应该寻求对策,努力探索来解决的方面.

此外,在本课教学中还存在一个缺失,就是在学生发言时,师生
对话缺少配合.班级个别学生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而
忽略了其他同学的发言,忽略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课堂虽然显
得学生跃跃欲试,自主活跃,但无法让学生在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和思想的体会上有更深一层次的提高及升华.这也是今后教
学中我应该注重训练和正确培养的地方.

总之,看图学文中引导学生读文章想画面,师生对话中寻求和
谐的秩序,这都需要我去好好努力寻求对策,努力实践,结合学
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及训练.我认为我目前最
为重要的是,精心备课,使理论依据,教材文本,学生情况并重,
才能在教学中达到师生双赢.

《长城》这课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体会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但我感
觉到，长城对现在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在情感上，空间上还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时，我把着力



点放在拉近学生和文本之间的情感距离上，通过教学实践，
我感觉到这种处理还是比较恰当的。

课堂中我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理解“多少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
城。”“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
奇迹。”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成了我课堂教学中的中心
句。接下来，引导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城、建造长城的
伟大人民三个方面一次次地理解感悟这个句子。在教学中，
学生对中心句子的理解是层层递进，朗读也是一次比一次更
有激情。

课文重点介绍了长城的两个特点，远看像长龙，近看高大坚
固。在让学生学习这两个特点时，我尝试先从图入手，再回
到语言文字中咀嚼、品读。如学习长城的长时，我先让学生
看图，谈感受，再抓住语言文字“一万三千多里、蜿蜒盘
旋”等进行品读感悟。对于“一万三千多里”课文中仅仅以
数字的形式出现在学生的眼前，我感觉太单薄了，于是我设
计了从两方面入手理解这个词语。一是抓住课文中“从东头
的三海关到西头的嘉峪关”，让学生到地图上去找一找长城
经过的省市，让他们感受这个数字有多长。二是补充资料，
曾经有一个人徒步走长城，共用了508天。这样这个数字的概
念一下子就在学生心中厚实起来了。

在理解长城的高大坚固时，我通过板画先让学生了解了长城
的结构，“垛子、嘹望口、射口、城台”分别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用？这为学生理解后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埋下了伏
笔。抓住“条石、城砖”补充浇筑的东西来感悟长城的高大
坚固。

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艰辛这一点与学生在情感上的距离是非
常大的，如何让学生体会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
慧的结晶，我先让学生读这一自然段，说说你体会最深的句
子，然后抓住“抬”“陡峭”“无数”“两三千斤”等词语，



启发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体会，特别是“两三千斤”，
我让他们先说说自己的体重是多少，那一块石头相当于我们
多少个小朋友重，有了这样的对比，学生对巨石的感受更深
了，也更能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起
重机的情况下，肩抬手扛着这巨大的条石在陡峭的山岭上劳
动是多么艰难的事，从而体会劳动人民的伟大。

在充分说的基础上，我让学生闭上眼睛听老师读自己想象，
似乎能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学生有的说似乎看到了许多人抬
着一块巨石艰难得行走在山路上，有的说似乎看到了有的人
不小心就掉下了悬崖，有的说似乎还能看到监工用皮鞭抽打
着劳工，有的说似乎看到有人眼里噙着泪，还要在劳动，通
过学生的说，我感到学生在情感上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距
离了。

在课的结尾，让学生进行小练笔。“面对这万里长城你最想
说什么？”学生写得还是比较精彩的。

反思这节课，我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有：

1、学生的朗读仍需要加强指导。学生在朗读时不能通过自己
的语气来表现对课文的理解，对学生的指导还不够细致。

2、对课堂的生成处理不是特别妥当。在给长城题词时，有一
学生说：“长城，你永远都不要倒啊！”我只是敷衍了事，
没能抓住这一契机进行更深层次的引导，如果能继续引
申：“长城真的不会倒吗？”接着介绍长城的破损情况，引
发学生思考如何保护长城，效果会更好。

3、对引导学生理解长城的巧妙设计时处理得比较肤浅。在引
导学生了解了瞭望口、射口、城台的时候，应让学生根据课
前收集的资料，介绍它们的作用，这也是我今天教学中的一
个疏忽之处。



长城的教学结束了，但这一课给我的触动也是比较大的，从
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这类的课文，喜欢它的大气，喜
欢它的简洁明了，这也是今天对这一课反思很多的原因之一。

人教版第七册第五单元是一组世界遗产专题的课文。这一单
元的文章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
的“世界遗产”的一扇窗口。其中《长城》是这组课文的第
一篇，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长城，感受其宏伟气魄与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发民族自豪感。课文共四段，按
人的观察和思维发展方式进行的：远看长城——近看长
城——联想古代劳动人民——赞美长城和古代劳动人民。

备课时，我将这课的重点定为：在阅读中理解长城的高大坚
固，感受长城的雄伟气势；理解长城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
大的奇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在这里，我就结合预
先设定的这些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课堂实际的效果，学
生的所得进行反思：

整节课我预设是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理解“这
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
句话。“气魄雄伟”“奇迹”是什么意思呢？作者为什么这
样说呢？由此展开课文学习，引导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
城、建造长城的伟大人民三个方面一次次地理解感悟，在实
际教学中，学生对中心句子的理解基本是层层递进，朗读也
是一次比一次更有激情。

远看长城时，引导学生体会长城的气魄雄伟。我是从长城的
长度和长城蜿蜒的姿态两个方面入手，引导学生自主读文，
谈收获，适当时机教师给予补充。如：长城的 “长”，有了
学生发现的数字“一万三千多里”的说明，我询问了“山海
关”和“嘉峪关”分别在哪个省，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
跨越了这么多省，那会有多长？而从它的“姿态”方面入手
时，我在教学中又抓住了一个“龙”字，让学生自主发散思
维去想象。这个环节的教学真正让学生体会到了长城就像一



条气魄雄伟的长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近看长城时，重在理解长城的高大坚固，我通过板画先让学
生了解了长城的结构，“垛子、嘹望口、射口、城台”分别
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用？这为学生理解后面“劳动人民的智
慧”埋下了伏笔。抓住“条石、城砖”补充浇筑的东西来感
悟长城的高大坚固。

在了解了它的特点之后，再来感受它雄伟壮观的气势。品味
语言，由“站”“踏”“扶”这几个动词告诉我们，作者亲
眼见到了长城，亲身接触到了长城，由这承上启下的句子，
产生的联想是“很自然的”。联想教学是在理解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再次叩问文本，与文本展开充分的对话。比
如：“数不清”、“两三千斤重” （工程浩大）； “没
有……没有……” （设备的简陋）； “无数……无
数……”、“一步一步地” （条件艰苦）。多种形式反复读，
引导学生体会无数古代劳动人民在修筑长城时付出的血汗，
在品读语句之后，给了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透过这厚厚的
城砖，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体会长城建筑的不容易。

但是，本课教学中还存在一个缺失，就是在学生发言时，我
和学生的对话缺少配合。应更多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引导
学生自己多读，多说，多思，多写。学生读书后，我应创设
各种机会，放手让学生完整地讲出自己的感悟，在学生理解
了思考了感悟了后我再适时指导，不能害怕学生讲不出而浪
费时间。如果不多给学生机会，久而久之就会限制了学生的
思维，不乐于不善于思考问题而只会坐等教师讲现成答案。
这个问题在我今后的教学中要格外地重视。

《长城》是人教学版第五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这篇课文作为
引领学生开始中国的“世界遗产”之旅的第一扇窗口，不但
表现了长城的气魄雄伟，还赞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
智慧和力量，抒发了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根据



文本的特点和四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我确定了本课时的教
学目标是：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表达出长城的
雄伟气势。

2、了解长城气魄雄伟的特点，激发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及
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在阅读中感受长城的气魄雄伟。难点是体
会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那么现在，我就结合着自己预先设定的这些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和课堂实际的效果，学生的所得进行如下反思：

1、整个教学的设计思路清晰，起到了较好的提纲挈领作用。
课堂中我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发现评价长城的
那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成了我课堂教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
中心句。接下来，引导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城、建造长
城的伟大人民三个方面一次次地理解感悟这个句子。在下午
的教学中，学生对中心句子的理解是层层递进，朗读也是一
次比一次更有激情。

2、从远看长城引导学生体会长城的气魄雄伟，我是从长城的
长度和长城蜿蜒的姿态两个部分入手，运用了地图和图片，
同时也理解了“崇山峻岭”、“蜿蜒盘旋”的含义。这个环
节的教学真正让学生体会到了长城就像一条气魄雄伟的长龙，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3、到了近看长城一部分，我设计从长城条石的大，路的宽，
垛子、瞭望口、射口、城台的雄伟壮观去感受长城气魄雄伟，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有些不理想，自己的讲解太多，学生
比较被动。我想，如果能让学生上课前自己查阅有关于长城
的资料，情况可能不一样了。



4、第三段的教学我主要想让学生通过体会修建长城浩大、艰
巨的过程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以及作为中国人为
有这样的长城而骄傲。教学的时候请学生从课文中找到一句
最受感动的话，找出来后谈谈为什么被感动，我原先设计从
石头的重（每块有两三千斤），从工具的落后（只能靠肩膀
和手），从山势的陡峭中体会修建长城的艰难，但是在引导
学生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很好抓住学生语言中的机会，加以强
调。好在后来出现一段扩展的资料倒是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学生能够从教师的语言中感受到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
和结晶。

5、课文的开头以国家元首对长城的题词切入，结尾以学生的
题词收尾，前后呼应。我从可以赞叹长城气魄雄伟，赞叹创
造长城的伟大人民，抒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三方面引导学
生。学生的题词都不错，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学生交流后的
效果就会更好。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六

赞可夫曾说过:“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
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
用。”如果在教学导入时，能根据课文内容采用情境启发式
导入，就能撞击着学生的心灵，形成他们心理上的悬念，吸
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学生产生急于要弄清问题的迫切心情，
驱使他们认真学习课文。

上课伊始，我就让学生充满激情地朗读世界各国元首献给长
城的题词:设计者太伟大了，长城不愧为世界奇迹!(以色列前
总理拉宾)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的出这样一座伟大的
长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在其
他地方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杰作!(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听完这些国家元首的题词，你有什么感受?(学生自由谈自己
的感受)是呀，我们为自己是华夏儿女感到自豪骄傲，但作为



中华民族的子孙，你对长城又了解多少呢?你知道为什么说长
城凝聚着中国千年文明、智慧和力量吗?今天，这个“伟大的
奇迹”就在眼前，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自由读课文)

在我的精心设计下，通过我充满激情地朗读，使学生陶醉在
伟大的长城中，自然地想去了解--长城到底是什么样的，为
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使学生由情入境，情境交融，学习
达到旺盛状态，使学生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课堂中我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先引导学生发现评价长城
的那句话: “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
大的奇迹!”那么，这句话就成了我课堂教学中不断重复出现
的中心句。接下来，引导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城、建造
长城的伟大人民三个方面一次次地理解感悟这个句子。学生
对中心句子的理解是层层递进，朗读也是一次比一次更有激
情，特别是学到“单看这数不清的条石，一块就有两三千斤
重，那时候没有火车、汽车、起重机，但靠着无数的肩膀无
数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伤者陡峭的山岭”。让学生自读体会:
你能体会到那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台上这陡峭的山岭呢?学生
说的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说“我仿佛看到了好多人弯着腰，
脸上都是汗。”“他们的手被磨出了血泡，脚被磨烂
了”……同学们尽情地想象，大胆地谈出自己的感受，应该
说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七

新课程下的语文课堂应该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这要求教师要从原来的主导者、指挥者转变成服务学生的组
织者、参与者，教学必须坚持个性化表达、激发创造精神。
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同时又
具备现代文明素质，有秩序、合情理地自主学习，这就成了
大多数老师困惑的一件事。

早上第一节校领导要听语文课。为此我精心准备了一节优质课



《长城》，课堂上所需的字卡、图片让我昨天忙到了半夜。
我对这堂课没有多少把握，只在心中祈求少两个插嘴的和唱
反调的。伴随着上课铃，我提起精神小心谨慎地走进了课堂。

刚走进教室，就听见全班哇啦哇啦地读书声，看来课前准备
的还挺充分，我心中一阵暗喜。再看看学生，一个个瞪着圆
溜溜的眼睛盯着我，好像已经意识到这堂课绝不能胡来，这
让我放心了许多。

开课不到5分钟，在引出课题时，我给全班提了一个问
题：“你们见到过长城吗？那它又有哪些特点呢？”一石激
起千层浪。这问题一提出，教室里顿时喧闹起来，学生七嘴
八舌的议论着，这势头让我感觉有些不妙。

果然，在指名一两个学生发言后，还有好几个学生不肯“罢
手”，我知道，这必然会打乱我的教学安排。为了贯彻“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的宗旨，不得不听他们讲述一段段关
于长城的故事。

班长肖来福同学说：“长城是我国的奇迹，它是有名的旅游
景点，我爸爸还去过长城呢！”牟琴同学说：“长城在我国
的北方，它是一道城墙，用来防御敌人的袭击！”“小能
人”黄文同学说：“长城不只是一个朝代所建，它历经了四
五个王朝，自秦朝的时候就有了长城。”故事大王潘志明说：
“我还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看这情景，我心中焦
急万分，再不刹车就没救了。我借评价学生之机把话头一转：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长城的具体构造和它所具有的伟大意
义吧。”

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长城的特点”话音刚落，学生们又
活跃起来，几个读书快的学生一会儿就抢着举手回答，大家
你来我往、互相补充，说得头头是道。最后，我总结性地接
过话题：“是呀，你们看书上那幅图，长城蜿蜒盘旋在崇山
峻岭之间，它的气势让我们一看，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敬佩



之情。”

我似乎已进入状况，开始和学生自然交流了，正在我以为可
以顺水推舟的时候，牟晓曼发言了：“长城那么长，并且修
在山尖上，它哪儿来的材料呀？这些材料是怎样弄上去的呀？
我们家盖房子还要用到一些劳动工具呢！”

这时我看到一向不爱发言的罗星星同学举手了，心头一喜，
立马把机会给了她，她站起来大大方方地说：“正因为附近
没有石头，人们才会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不更充分的说明
建长城时的不易吗！”我赞许地点点头，看到了她脸上少有
的得意神情。他又说“过去我们的国家战争不断，人们为了
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不惜一切代价从远处运来石头，修筑
城墙，把敌人堵在外面，这不更说明我国人民爱好和平，追
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吗？”

我们再看看长城的城墙，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峰火台，
书上给我们说是屯兵和传递信息用的。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什
么呢？我的话音刚落，爱琢磨的周永吉同学立即举了手，说：
“我看到一个密秘：过去我们的国家很落后，传递信息用的
是烟火、战鼓、飞鸽传书，而现在我们的人们用上了电话、
传真、手机、计算机。当今世界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我们的国家的发展水平也蒸蒸日上。过去我们国家老是遭
受别国的欺负，可现在他们要来求我们做事了，这说明一个
国家只有强大了，才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现在的长城虽失去了往日的功能，但它的雄姿还在，也为世
界人所瞩目，它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来长城参观的
人也骆驿不绝。

……

最后，课文在学生们有感情的朗读声中结束了。



课后反思：

这节课，我最担心的七嘴八舌的情况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的我确实很着急，然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阻止学生独立
思考、积极探究的热情，因为我知道：一个理想的课堂应该
能让学生自由动起来。有发现才证明在思考，有讨论才证明
在探究。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课程标准里
也这样写道：

“教材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文本。”“把学习的主动权还
给学生！”“课堂上，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还善于驾
驭学生的主动性，并使学生从中得到更大的收获。”我认为，
语文课堂既要成为学生传承文化的接力赛场，又要能让学生
在驰骋中逐渐激发自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