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 开
国大典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篇一

《开国大典》一文的教学，让学生重温1949年的开国大典盛
况，激发爱国之情。使课堂教学满足学生的参与热情，有助
于学生对课文重、难点的理解，使学生自己体悟课文，达到
自主学习的效果，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伟
人风采。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
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这堂课中，我结合预设的学习目标，
注重渗透学法的指导，如：结合背景资料理解课文内容；边
读边展开想象理解课文内容；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内容；抓
住文中关键词、句理解课文内容。

1．以练习为导，让生自学、自我感知每个段落的内容。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特别是感知每一段落时，总设计一定数量的
练习题或思考题让生边读边想，自己去学习获得知识，把握
一段的大意，从而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

2．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理解课文时，让生边读边想边
划，写自我见解；通过比较句子，运用词语，体会并掌握文
中用词之精妙；快速读、细读、品读等环节的安排，则训练
了学生略读、精读、有感情读的能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
究；我还及时捕捉学生的思维的闪光点，及时地进行评价。
对课堂上出现的失误及时进行自我批评与反思。课堂的开放、



民主，平等得以体现。

3．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贯彻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
主体作用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教学法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
它既包括教师的教授法，也包括学生的学习法。语文阅读教
学成功与否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果我们能使阅读变“苦”为“乐”，就会“读”得轻松愉
快，“读”得扎实牢固。体会文章用词之确切，则采用了比
较品读遣词造句的方法。抓住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导生领
会人民当时的心情与情感，并有意识地安排了“让生自读课
文，理解加评注”这一教学环节，让生在积极参与学习的活
动中学会知识，掌握阅读技能。

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篇二

《开国大典》是部编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第三篇课文。
本文的学习重点是：了解课文是怎样点面结合写场面的”，
落实这一要素的要点是：引导学生聚焦“阅兵式”体会整个
场面的恢弘气势和各个方阵的不同特点，感受点面结合描写
的好处。对毛主席的直接描写虽然不多，却很典型，通过对
毛主席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对群众激动的心情描写，也向我
们展示了这位领袖的伟大形象。

1，抓住时间词，理清结构。

2，逐段概括主要内容。

1，找一找都有谁。

2，画画场地。

文章写了哪些场面？这些场面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围绕一个问题：想想哪些句子让感受到开国大典的庄严，热
烈，激动。

1，学生交流，重点指导两个句子。

这庄严的……

体会这个句子，抓住句子中的句号，思考能不能换成分
号？“分号代表左右两个句子，从并列关系是可以交换位置，
但是在这里句子中间用的句号说明了句子不能交换顺序。所
以不能交换，因为是把声音传到会场，后者是传遍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认识到这一点，再指导朗读。

每一门炮响，都……

体会54和28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义。继而明白，“起初，是
一片肃静”的原因。

2，从字句中去发现描写毛主席的句子，品读。

3，品读每次毛主席出场，观众的表现。（抓三“一齐“和一个
“同时“）

4。感悟点面结合写法的好处。

1，过渡：

在这太平盛世，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战士们流
血牺牲换来的。

出示：狼牙山五壮士、丰碑等图片。

他们为我们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串串
名字。



出示：董存瑞等名字。

还有一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烈士。

出示：军需处长……

2，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阅兵式中那个个飒爽英姿。

3，学生自读。

4，研读句子

“白马连，清一色白马……”

（1）清一色白马，清一色红马的句子是不是啰嗦？

（2）资料拓展：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3）品开国大典的不易，体会句子中的民族自豪感。

1，这就是点面结合。

2，运用点面结合手法，完成习作：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场面。

《红星照耀中国》

反思：

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篇三

《开国大典》是第二单元“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
在心中”的第三篇文章。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了解文章是怎
样点面结合写场面的，尝试运用点面结合的写法记一次活动。
课文记叙了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
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表达了中国人



民对新中国的诞生无比自豪激动的感情。

全文共15个自然段，篇幅较长，按照开国大典进行的顺序叙
述的。这篇课文我分两课时来讲授，第一课时先从题目入手，
文章的题目是全文的中心体现，尤其是题眼，学生可以通过它
“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从上学期的遨游汉子王国当
中“典”字的来历讲起，再讲“大典”即隆重庄严的仪式，
引导学生发现“大典”与隆重、热烈，庄严等词语的联系。
让学生有了顿悟的感觉，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有
利于他们准确的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从而依次
为主线展开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情操的感染。在解题这个
环节做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接着让学生初读课文，标出自然
段，了解开国大典的总体情况，并引导学生根据课后练习第
一题，提示学生在书上画出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有助于孩
子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用小标题进行概
括，（概括小标题的方法，在五年级我们已经讲授过）学生
可以根据课文中的相关语句加以概括。原本我以为文章太长，
孩子概括起来会很难，可在课堂反馈过程中，学生带给我意
想不到的收获，大部分同学还是能够通过在文中画关键句概
括出各个场面，只是用简练的语言说开国大典的过程中，学
生的语言不够简练。这一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意，多引导
学生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疏通完文章的顺序后，我们学习
课文的前四个自然段，大典前的盛况。我根据课后第三题的
要求，让学生从前四个自然段中画出能够反映典礼热烈，庄
严氛围的句子，从字里行间体会热烈，庄严隆重的气氛，在
旁边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学生虽然写的不是那么标准，但大
概意思很接近。然后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这些精彩语句，感
受感受大典热闹庄严的氛围。

第二课时，我把重点放在场面描写上，体会点面结合的写法，
先让学生交流开国大典仪式中的前几个场面，关键语句感受
大典的庄严隆重。然后直奔课时的重点——学习体会“阅兵
式”中场面中点面结合的写法。



研读“阅兵式”

让学生认真读一读11到13自然段，聚焦“阅兵式”场面，先
让学生说说这个场面描写了什么，内容，谈一谈对这一场面
的总体感受，引导学生按阅兵的顺序了解这个场面，写了几
方面的内容，初步感受人民军队阅兵时气势威武，庄严隆重，
和人民群众欢喜激动的心情。汇报交流环节：引导学生再一
次研读这一部分，可以边读边勾画，思考课文是怎么描写阅
兵这一场面的？引导学生关注关键词，关注不同兵种描写的
重点不同。重点引导学生关注哪些是总体描写的句子，哪些
是具体描写的句子，感受大典的庄严隆重，气势恢宏。从而
体会到这种点面结合的方法，既有整体感受，又能突出重点，
然后通过学生整体朗读，感受各个方阵的气势。这个环节随
即播放视频资料，让学生感受阅兵式的庄严隆重，另一方面，
也让学生看到群众观礼时的画面，通过人们的动作欢呼去体
会人们的自豪，激动的心情。 唯一不足之处是，朗读时间不
够，不能有效体会场面的庄重和群众的激动之情。

群众游行

这个环节我则是让学生通过反复的朗读，利用刚刚学过的方
法去感受场面描写的气势恢宏，通过朗读和交流，体会首都
人民的兴奋，激动和自豪的心情。

纵观这节课总体上来说达到了相应的教学教学效果，不足之
处过重的看重场面描写，忽略了情感教育和体会理解。虽
说“金无足赤，课无完美”，但也希望每一节课能更完善一
些。今后的教学中，我会对课堂上出现的失误及时总结反思，
尽力让课堂上不留遗憾。

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篇四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学习《开国大典》这一
课，对于学生来说意义深远。



为了上好这一课，课前我认真研读教材，把握教材的整体，
紧扣文本的重难点，进行课堂教学的设计。

课堂上，首先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课文背景的介绍，让学
生了解国旗，国歌等相关知识链接。然后带领学生一起阅读
文本，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结构与条理，把整个开国大典分
成几个环节，让人们从中体会当时人们自豪，激动的心情。
第三就是重点学习阅兵盛况的段落，逐字逐句分析，让学生
理解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

从课堂情况来看，学生们听课比较认真，有一定的积极性，
能够及时做批注，课后作业完成良好，并能够仿写文中点面
结合的手法进行了小练笔。课堂效果良好。但个别后进生依
然存在学习上的困难！

开国大典教学反思不足与改进篇五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
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这堂课中，我结合预设的学习目标，
注重渗透学法的指导，如：结合背景资料理解课文资料；边
读边展开想象理解课文资料；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资料；抓
住文中关键词、句理解课文资料。课后，我意识到：这堂课
中，朗读指导没有体现层次性。在学习课文的重点段（第七
自然段时），必须要充分地学生多形式、多层次的朗读与评
价，才能体会首都人民的兴奋、激动、自豪的心境。离不开
教师的指朗读指导。同时我还发现朗读对体会文章思想感情
的重要，一篇文章只要朗读得有感情，学生自然而然就能体
会到思想感情，教师要指导学生的朗读，少不了教师声情并
茂的范读。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对于学生理解课文理解文章
的思想感情极有帮忙，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能唤起学生情感
上的共鸣，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产生丰富的情感想象，与
作者共鸣，与作品中的人物共鸣。所以，教师的范读十分的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