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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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篇一

《美丽的南沙群岛》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介绍了南沙群
岛美丽的风光和富饶的物产，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南沙群岛的
赞美与热爱之情。这篇课文我安排了两个课时完成，总体上
说完成了课前制定的教学目标，但是仍有不满意的地方。

先从生字说起，因为课文中生字新词较多较难，比如浩瀚、
碧波浩渺、生息繁衍等，因此，初读课文用时较多，让学生
在读准字音、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来理解课文，这部分在上的
时候我也有些犹豫，患得患失，今后要注意再简洁一些，再
精准一些。

我先从整体上让学生初步感知课文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南沙群
岛的美丽———地理位置、物产丰富、景色迷人。其中第二
部分物产丰富所用时间较长，不仅要理解“蕴藏、贮存、用
之不竭、曾母暗沙”等重点或难理解的词语的意思，还要让
学生感知本段总——分式段落结构的特点，以及为什么称南
沙群岛为“巨大的蓝色宝库”？从课堂教学效果来看，大部
分达成了这一段的教学目标，不过我感觉引导讲解的多了一
些，学生自主理解、体会还不够，特别是“海洋动力”中的
潮汐能，尽管花了时间描述和讲解，但是学生还是没有一个
深层的认识，今后在这方面还要抓一抓学生的课外阅读，我
准备另外再找时间补充些视频资料，将这一块补上去。



第三自然段与第二段结构相似，因此在写作方法的理解上比
较顺利，用时也不多，尝试着放手让学生自己找找“景色迷
人”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相对而言理解的难度比第二段要简
单一些，配合图片进行理解，以学生自己说为主，重点指导
理解“翡翠与蓝玉合璧”、“碧波浩渺”、“蔚为壮观”的
意思，再指导朗读，尤其是我先让学生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再说一说为什么喜欢，配以图片，让学生能从文字读到图，
由图片联系文字，再将写作顺序潜移入课文，感觉学生脑海
中形成一定的层次性。

最后，我用表格的形式让学生体会中心句，以及怎样具体阐
述这个中心，另外一栏是学生的积累词语，使学生在积累上
有所进步，厚积而薄发。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理解课文内容，了
解南沙群岛。在教学本课时，我指导学生认真看图，初步了
解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和概况。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让他们自由朗读课文，在朗读中感悟和体会。在朗读时，从
学生整体感官入手，先播放动画，欣赏课文朗诵，从而激发
学生的读书愿望，然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这篇课文生字较多，
对生字的学习采取以学生自学为主。对词语的学习采用多种
多样的方法，既可结合本课的插图去理解，也可联系旧知来
强化。有一写较绕口的词，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个别
读、个别指导的方式。

在教学中我把重点放在教学第三段上，通过学生品读和教师
指导读，再加上争当导游的比赛读，使学生领悟到海岛景色
迷人这一特色。在教学第二段中，对学生不太理解的海洋动
力，作了适当的讲解。本文的最后一段是全文的精华所在。
我让学生用反问的语气齐声朗读，从而理解作者对南沙群岛
的热爱之情，使学生和文章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
教学效果。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我体会到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



注学生的整个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
性发展；其次，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
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再次要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强调师
生间的互动、对话、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
果。

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篇二

《美丽的南沙群岛》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介绍了南沙群
岛美丽的风光和富饶的物产，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南沙群岛的
赞美与热爱之情。这篇课文我安排了两个课时完成，总体上
说完成了课前制定的教学目标，但是仍有不满意的地方。

先从生字说起，因为课文中生字新词较多较难，比如浩瀚、
碧波浩渺、生息繁衍等，因此，初读课文用时较多，让学生
在读准字音、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来理解课文，这部分在上的
时候我也有些犹豫，患得患失，今后要注意再简洁一些，再
精准一些。

我先从整体上让学生初步感知课文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南沙群
岛的美丽———地理位置、物产丰富、景色迷人。其中第二
部分物产丰富所用时间较长，不仅要理解“蕴藏、贮存、用
之不竭、曾母暗沙”等重点或难理解的词语的意思，还要让
学生感知本段总——分式段落结构的特点，以及为什么称南
沙群岛为“巨大的蓝色宝库”？从课堂教学效果来看，大部
分达成了这一段的教学目标，不过我感觉引导讲解的多了一
些，学生自主理解、体会还不够，特别是“海洋动力”中的
潮汐能，尽管花了时间描述和讲解，但是学生还是没有一个
深层的认识，今后在这方面还要抓一抓学生的课外阅读，我
准备另外再找时间补充些视频资料，将这一块补上去。

第三自然段与第二段结构相似，因此在写作方法的理解上比
较顺利，用时也不多，尝试着放手让学生自己找找“景色迷
人”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相对而言理解的难度比第二段要简



单一些，配合图片进行理解，以学生自己说为主，重点指导
理解“翡翠与蓝玉合璧”、“碧波浩渺”、“蔚为壮观”的
意思，再指导朗读，尤其是我先让学生划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再说一说为什么喜欢，配以图片，让学生能从文字读到图，
由图片联系文字，再将写作顺序潜移入课文，感觉学生脑海
中形成一定的层次性。

最后，我用表格的形式让学生体会中心句，以及怎样具体阐
述这个中心，另外一栏是学生的积累词语，使学生在积累上
有所进步，厚积而薄发。

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篇三

晚上,走到拉面馆,我问老板娘要了一份大碗拉面,说实在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有点饿了。从我拿到赛课的材料时，心
里就一直担心，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上这样的课？那么难读
的课文，又是那么优美的课文，却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到底
该不该把这篇课文上完？我的心里似乎一点底都没有。

到了昨天下午，我听了高年级两位老师的公开课，心里就更
加紧张了。她们居然都把课文上完了，平时要两课时甚至要
花到三课时的文章，一节课就能够上完了，而且学生在课上
的反映还不错，我不禁佩服起她们来！所以我决定尽量把课
上完，至少我觉得能够给孩子们一个整体的概念！

还记得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前，还反复读了几遍文
章，生怕自己还有地方读错；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的浮现
出我的教案；一大早走到食堂，即使是平日里喜欢吃的菜包，
也咽不下去；第二节课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任凭师傅怎么
安慰，那种紧张真的不亚于高考！

但是当我真的上课时，我却惊奇的发现，自己不紧张了！而
上完课的我，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且不说课上的怎样，
事实上我真的轻松了很多！



我自己总结一下，这次上课不好的地方是：

1.课文朗读没有真的让孩子感受到美，尤其是我——作为一
名语文老师，范读不吸引人。虽然我自己已经把课文读了不
少于10遍，可能我这个人感情还不够丰富吧！

2.请求外援画了中国地图，可是我没有学会好好的利用它。
在处理第一小节，介绍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的时候，应该再
让孩子们来看着图来加深理解。

3.让学生感悟不够深。在我备课的时候，处理第二小节，我
找了很多资料来说明南沙是个巨大的蓝色宝库，它拥有难以
计数的珍贵的海洋生物，有（），（），（）；它蕴藏着极
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它贮存了用之不竭
的海洋动力，有（），（），（）。因为知道孩子们不理解，
所以我都举了例子填好了，写在小黑板上想让他们体会的，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居然给忘了，这也是我上
完这堂课最大的遗憾！否则学生对于这部分的理解，一定会
更深刻！

4.基础知识学生掌握的不够扎实。虽然我也让孩子们读了词
语，写了生字，因为赶着把课上完，孩子们对于一些字词的
理解还只是停留在了表面的模糊概念！

这么多老师给了我最真实的评价，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存在的
不足，因为有不完美，所以我要去追求，去努力！事实上这
样的一次赛课，也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到底该不该把课上
完？我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虽然这个煎熬的过程有些痛苦，
但是却让我成长了许多。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师傅对我的指导和鼓励！也感谢鲍书记一
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安慰！

还有谢谢徐涛老师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画了地图！



我会好好努力，争取有更大的进步！

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篇四

这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介绍了南沙群岛美丽的风光和富饶的
物产，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南沙群岛的赞美与热爱之情。

因为课文中生字新词较多较难，因此初读课文用时较多，让
学生在读准字音、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来理解课文。首先初步
感知课文共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南沙群岛的美丽：地理位置、
物产丰富、景色迷人。再逐段理解，体会每个部分所介绍的
特点。其中第二部分物产丰富所用时间较长，不仅要理
解“蕴藏、贮存、用之不竭、曾母暗沙”等重点或难理解的
词语的意思，还要让学生感知本段总——分式段落结构的特
点。以及为什么称南沙群岛为“巨大的蓝色宝库”这个总领
问题。从课堂教学效果来看，大部分达成了这一段的教学目
标，不过感觉老师引导讲解的多了一些，学生接受的比较多，
但自主理解、体会还不够。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了解，特别是
“珍贵的海洋生物”这一块，只有借助大量的图片资料，学
生在惊叹和丰富的图片熏陶下，这时进行仿写：以“南沙拥
有难以计数的珍贵的海洋生物。”为总起句，写一段话，就
水到渠成了。

第三自然段与第二段结构相似，因此在写作方法的理解上比
较顺利，用时也不多，尝试着放手让学生自己找找“景色迷
人”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相对而言理解的难度比第二段要简
单一些，配合图片进行理解，以学生自己说为主，重点指导
理解“翡翠与蓝玉合璧”、“碧波浩渺”、“蔚为壮观”的
意思。再指导朗读。从效果来看，理解的目标已达成，学生
也比学第二段更加自主、参与性更高。但朗读的效果并不理
想，朗读指导还不够细致。另外对于《补充习题》中最后一
个问题：从“洁白、一团团、一簇簇”中体会到什么？课堂
上的引导比较僵硬，学生的理解并不到位，无法体会浪涛奔
涌跳跃时的欢快和活泼。这也提示我在钻研教材时要善于抓



住难点进行情境的创设。

美丽的南沙群岛说课稿篇五

这篇课文用优美、精练的词语介绍了南沙群岛的迷人及富饶。
教学本课时我先从学生整体感官入手，范读课文，引发学生
读的愿望，再把一些较绕口的词抄出来让学生反复读，扫清
阅读障碍。

“同学们，你们知道美丽的南沙群岛是哪个国家的
吗？”“中国！”“从哪看出来的？”大部分学生说的都是
课文第一、二句，在我的提示下，学生发现了：“这句话也
能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浩瀚的大
海上航行……’”借助课文18页的中国地图，孩子们了解了
南沙群岛的地理位置，理解了“最南端”的含义。“你们知
道吗？历史上曾有很多国家侵占过南沙群岛，为什么呢？”
学生通过预习，很轻松地回答：那儿很美丽，物产丰富。于
是我就让学生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学习。

教学第二段时，通过引导，学生具体地领会到作者遣词造句
的功力：用三个不同的词——难以计数、极为丰富、用之不
竭，表达同一个意思——南沙群岛的物产丰富。课堂上有的
学生问到了“数”的读音，我舍不得给时间让他们查字典，
也不愿意直接回答，就让他们课后查查，再再讨论讨论。
（事后觉得如果当堂查效果可能会好，课后没人监督完成情
况也许不容乐观，因为一些学生不够自觉。下周一定记得反
馈这个问题。《美丽的南沙群岛》教学反思教学反思。）

1、为南沙设计广告词。

2、当导游为游客介绍南沙。大概学生还没将课文内容内化，
说话训练时语言欠流畅。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记得让
学生多阅读，把美融入心中，让这些美丽变成孩子的记忆，
相信这样效果会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