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峡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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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峡教学反思篇一

应该是信手拈来了，完成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课
堂实践表明，学生的表现是完全可以比我们预设的要好的。

当然，课堂教学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缺点和不足。比如，制
作的课件突出了课堂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却忽视了课堂的知
识性，学生只回忆起部分内容，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理想。再
比如，我的课堂语言不够凝练，“连绵不绝”一词重复使用
了几次，还出现了口误现象。这些都提醒自己，“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经过此次课堂教学，我对课堂有了更
多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收获，也有了更多的思索，我想我一
定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在同仁们的指导下不断成长
进步。

三峡教学反思篇二

文言文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承载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但又绝
不是惟一的任务，更不是根本任务。记得在第一次给学生上
文言文课时，我就让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学习文言文，我理解
其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接受古代文化的熏陶渐染，提高人文素
养。可是，光讲授，学生无法理解。这样面对一篇文章，如
果肢解开来读，必然失去其原有的韵味，所以在教学中，我
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展示三峡图片，让学生一
下子明白其文的内容。我力求让学生在整体中去解读语言，
真正实现学生与古人的对话，学到活的知识而不是孤立的字



词。于是第二个环节就是弄懂文意。读是基础，于是利用远
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的图片和朗读带，让学生听看，借
助注释来读课文，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拿到课堂上大家
共同讨论解决。实践证明，有了听看的基础，学生说，完全
可以自行解决文意串讲这个问题的。

如果说前面的读是在为品做准备，那么真正的品就在学生对
文章优美佳句的欣赏上。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行找出自
己喜爱的地方，然后说明喜爱的原因。许多学生都喜欢写三
峡夏季水的画面。于是便抓住机会，诱发联想，想起一些与
此地情景相似的诗句，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比如：远程教
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的有关的诗句，夏季水流湍急，学生
由原文想到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还想到了许多写水的
诗句。这既是一种对课文的理解，又是一种知识的迁移。有
的学生欣赏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清荣峻茂”的图
景，于是课堂上对这四个字进行展开扩写，用自己的语言将
这四种图景描摹出来，结果，多数学生对自己的扩写不满意，
认为自己的扩写使原文那种深远的意境变得平淡了，好多丰
富的内涵也没有了。经过比较，学生深深体会到了资源魅力
所在。还有的学生喜欢秋季的凄清，面对两岸高峻的山岭，
聆听悲哀婉转的猿的叫声，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
有这样的画面，学生一看，触景生情。这种直接面对文本的
倾听和思考，拉近了学生与古代时空的距离，仿佛听到了作
者旷远的呼唤，仿佛看到了作者对壮美河山的叹仰。如果说
《三峡》的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水融合，那么学《三
峡》，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人也与自然景观成
为一体了。在此基础上，练习写导游词应该是信手拈来了，
完成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

总之，本节课，气氛和悦，学生既参与了课堂，又学到了知
识；既懂得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又提高了学习
兴趣。



三峡教学反思篇三

《三峡》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
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为了让学生理解文艺并感受文章美丽，在教学时，我设置了
一下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理解文意。2、反复朗读，欣
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味语言的精妙。3、掌握方法，轻松背
诵。这样设计既让学生了解了三峡的景物特点，还能够能够
学生欣赏到文章语言的魅力。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没有设计一个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多遍不同形式
的读，如：默读、轻读、朗读等，在读中完成学习目标。整
个课堂都是学生在读，在说，在品，在记，老师只是引导的`
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语文课“语文
味”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在学生对《三峡》一文精度细品的基础上，我顺势引导学生
掌握背诵的方法，分清层次，理解文章，掌握重点字词，之
后用“减字背诵法”加以验测，整堂课有诵读、有品位，有
积累，有方法指导，高效、是在。

无提问的课堂，有章法的朗读。美丽的文章，配以美妙的音
乐，让学生美美地学习，美美地收获。整个语文课堂变成了
欣赏美、感悟美、收获美的场所。

三峡教学反思篇四

《三峡》是一篇文质优美的文言文，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
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
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了让学生理解文艺并感受美丽，
在教学时，我设置了一下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理解文
意。2、反复朗读，欣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味语言的精
妙。3、掌握方法，轻松背诵。这样设计既让学生了解了三峡



的景物特点，还能够能够学生欣赏到语言的魅力。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没有设计一个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多遍不同形式
的读，如：默读、轻读、朗读等，在读中完成学习目标。整
个课堂都是学生在读，在说，在品，在记，老师只是引导的
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语文课“语文
味”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在学生对《三峡》一文精度细品的基础上，我顺势引导学生
掌握背诵的方法，分清层次，理解，掌握重点字词，之后
用“减字背诵法”加以验测，整堂课有诵读、有品位，有积
累，有方法指导，高效、是在。

无提问的课堂，有章法的朗读。美丽的，配以美妙的音乐，
让学生美美地学习，美美地收获。整个语文课堂变成了欣赏
美、感悟美、收获美的'场所。

三峡教学反思篇五

《三峡》是一篇文质优美的文言文，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
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
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教学时，我设置了以下学习目
标：

1、学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文言词语，理解文意。

2、理解课文内容。把握三峡四季不同的特点。

3、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引导学生以自主学习为主，
以“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教学环节重点突出以下四个方
面，即“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译读课文，理解文
意”、”研读课文，解决问题”、“诵读课文”。最后，通



过让学生做一回导游的活动形式激发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首先，我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然后每个小组选出学生代表
进行朗读，让学生在朗读比赛中互相学习，进一步纠正学生
易读错的地方，大多数同学都能够根据要求朗读课文。要想
真正品出文章的味道，没有读的过程是不行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弄懂文意。对文言文来说，只有先弄懂课文的意思才能
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