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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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语文学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学生理解要读的内容，带如
何让学生读懂，引导他们进行思索，着非常重要，在语文教
学中每天是我们都必须注意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注意学生
的学习情绪，学生要主动的去学，要有学习的主动性，在教
学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时，我就让学生通过设疑，造成学习的
阶段目的，使学生有目的的学习。

通过有目的的学习活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能
更自觉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

通过上这堂实验课，我觉得我们的课题研究具有可操作性，
可实践性。我们现在提倡学生要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不
提倡那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我们的课题就是建立在这种理
念基础上的。学生学习一篇课文，一看到课题，肯定会产生
许多的疑问，我们就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自己去
分析、解决问题。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高效地找到答案解
决问题。学生自主去学习探究到的知识是根深蒂固的，和老
师讲学生被动接受的.效果截然不同。学习《郑和远航》这篇
课文，我觉得学生由于让学生在预习中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
解决了很多问题：如郑和为何要远航，郑和远航的出发地哪
儿，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方，郑和远航顺利吗？郑和远航有
什么意义？至于郑和出生的时间、地点，郑和的家庭情况等
学生都搜集到了，学生通过上网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自主探究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从而也提高了语文课堂学习的效率。

学生在预习时，老师的点拨引导要到位。学生在搜索信息时，
由于网上的信息大，学生要学会速读，要学会筛选，要学会
概括，到把网上搜集到的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有些无关
紧要的东西看都不要看。由于我在学生上网前交代这次时间
紧张，根据平时学生上网的一些不足之处，及时提醒学生一
要知道上哪些网比较快捷，二要提醒学生阅读的速度，三要
提醒学生摘抄主要的或者用自己的话概括。所以学生在短时
间内，获得的资料很多，在学生交流时，学生滔滔不绝，连
我都有些不敢相信，这都是我的学生吗？看样子学生在自主
探究中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我执教了《郑和远航》这一课，郑和远航教学反思。这篇课
文重点介绍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情况，并点明郑和七次远
航的重大意义，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和出色
的航海技术。这节课上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紧扣题眼、突出重点:

本课的题眼应该是“远航”。何为“远航”?课文的最后一段
文字做了很好的说明。“郑和远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
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它表现了我国
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出
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直到现在，有关国家还流传着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这
段课文，正是本文的重点和中心所在。我在引导学生体
会“规模之大”这一环节时，出示了这样一道题目让学生先
计算:

让学生用数学的方法去计算后加以比较，在语文课中运用数



学的方法，既体现了学科间的融合，又能让学生更感性地体
会到“规模之大”。在感受完“规模之大”这一特点后，可
以让学生说说，这次远航除了“规模之大”之外，你还有什
么体会?可让学生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联系课文内容说一说，
我想体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并不是件难事，这样
就能把郑和远航的特点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体会。

二、巧搭舞台、放飞想象:

在教学中，我注意创造意境，巧搭舞台，给学生提供放飞想
象的空间。拓展学生的视野，给他们提供口语表达的机会，
并以此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教学反思《郑和远航教学反思》。
比如，当教到郑和船队出发时的壮观场面时，让学生说一
说:“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么呢?”当教到郑和船队在远航
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时，请同学们说一说:“他们还可能遇
到了什么情况呢?”…新课程理念认为，应该从学生的日常生
活经验出发设计教学，把学生的练习引向国家、社会、群体、
个人的未来。

三、围绕线索、达成目标:

本文按照“扬帆起航--友好交往--战胜凶险”的顺序来写的。
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感受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
那“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郑和远航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
的探索精神呢?”这也是本课的难点之一，这个问题可以
从“战胜凶险”这一环节中得以解决。除了书上所说的遇到
的凶险外，可以启发学生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发挥自己的
想象:他们还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凶险?这里的凶险不外乎人
为的和自然的两种。这样把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有效地为
课堂教学服务，很好地突破了难点。

四、钻研教材、深度剖析:

本文的写作线索很是清晰，但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去钻



研教材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1)郑和为什么要远航?(2)、郑
和为什么能远航?(3)郑和远航为什么能成功?(4)、郑和为什
么能得到世人如此高的评价?郑和为什么要远航?这是个历史
问题，可以让学生课前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一下历史背景:郑
和为什么能远航?(1)、跟当时明朝的经济和科技有关，
从“船上配备着航海罗盘等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这句话中
得以体现;(2)、政统人和，“受明朝皇帝派遣，35岁的三保
太监郑和即将率领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除了受皇帝的派
遣，还有老百姓的支持“在人们的欢呼声和祝福声中，船队
像一条巨龙，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为什么能取得成功?(1)、
航行前要有充分的准备，会遇到哪些困难?自然的和人为的;
此外还要了解国外的情况，要得到国外人的认可;(2)、“友
好交往”也是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郑和得到了世人如此高
的评价，那他有没有“过”的一面呢?这就是我下面所要谈的
一点。

五、辨证思考、引导质疑:

本文都是赞扬郑和的一面，那我们辨证地思考，他究竟有没有
“过”的一面呢?历史地看，应该有他的“过”，这节课结束
后可以引导学生质疑，引导学生辨证地、历史地看待问题，
让他们的思维与文本发生碰撞，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学生
培养成政治家、历史家、哲学家。

六、利用网络、深化教学:

在本课的教学中，牵涉到很多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等，这就
要求我们老师和学生在课前搜集大量的跟本课相关的资料，
但并不是搜集到的资料都能为本节课服务的，这就要求我们
学生在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中加以筛选、加以整理，最终为本
节课服务。这就培养了我们学生搜集资料、筛选资料、整理
资料的能力。在信息化的社会，我们的学生必须具备这样的
能力，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还得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来深化课堂教学。



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前不久，听了严老师上的《郑和远航》一课后，反思如下：

一、倒叙入手，直奔中心。

严老师导入新课后，即随机出示课文的最后一段。“郑和远
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
事业的顶峰。它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开
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
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有关国家还流传着
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这段课文，正是本文的重点和中
心所在。严老师请学生自己读读这段文字，想想有什么问题。
学生读题后，纷纷提出了“郑和远航，规模到底有多
大?”、“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郑和远航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
顽强的探索精神?”……等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比较容
易的，就马上解决掉。选择一些有探索意义的问题作为本堂
课要研究的重点。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课文，有了明确的目的
性。而且因为这些问题来源于学生自己，所以激发起了他们
的探索欲望，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学习氛围。

二、巧搭舞台，放飞想象

三、媒体妙用，再现历史

严老师在教学中多次运用到了多媒体这一现代教学技术。用
画面、音乐、录象等再现了历史。对于让学生跨越时空去理
解当时的情景提供了直观的帮助，也更好地渲染了气氛。

一、倒叙入手，直奔中心。

“郑和远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
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它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
神，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



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有关国家
还流传着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这段课文，正是本文的
重点和中心所在。我先请学生自己读读这段文字，想想有什
么问题。学生读题后，纷纷提出了“郑和远航，规模到底有
多大?”、“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郑和远航表现了我国古代人
民顽强的探索精神?”……等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比较
容易的，就马上解决掉。选择一些有探索意义的问题作为本
堂课要研究的重点。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课文，有了明确的目
的性。而且因为这些问题来源于学生自己，所以激发起了他
们的探索欲望，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学习氛围。

二、巧搭舞台，放飞想象

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创造意境，巧搭舞台说的舞台，给学生
提供放飞想象的空间。拓展学生的视野，给他们提供口语表
达的机会，并以此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比如，当教到郑和船
队出发时的壮观场面时，让学生说一说：“此时此刻，你最
想说什么呢?”当教到郑和船队在远航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
时，请同学们说一说：“他们还可能遇到了什么情况
呢?”……新课程理念认为，应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
设计教学。因此，到结束课程时为学生设计了实际解决问题
的体验课题。把学生的练习引向国家、社会、群体、个人的
未来。

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在第一课时对全文的熟读和掌握课文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我
在第二课时教学时，先提问复习一下扬帆启航、友好交往、
战胜凶险、重大意义的段落结构，然后就这样和学生开场：
同学们，我们读文章一般都按从前到后的顺序，今天我们要
改变一下，要从后向前来学。我们先来学习课文的最后一部
分。齐读课文后，让学生再次快速浏览找出最能体现郑和远
航的特点的句子，于是郑和远航，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
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 就出来了。这就



是本文的文眼，也就是本堂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学生回答后，我将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板书在
黑板上，并向学生说：下面我们就要来解决这三个问题，从
哪些文字可以读出郑和远航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
广？这三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按从后向前的顺序来解决。先
来最后一个！能体现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的句子基本都在课
文的重大意义部分，所以很快就解决了。剩下一个规模之大
正好又切入了扬帆启航部分的阅读教学。扬帆启航部分文中
多处能过列数字、作比较的方法，来描写远航船队规模之大。
在学生找出这些句子时，让学生反复品读，并说一说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教师及时点明这两种说明方法。最后，通过集
体朗读让学生在洪亮的读书声中体会郑和扬帆启航时那壮观
场面和恢宏气势。

一句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的远航有
什么目的？就将教学引入了课文第二部分（第四自然）友好
交往。让学生反复读一读，找一找能反映友好交往的句子来
再读读，说一说什么叫友好交往？再一句坐那么大的船，到
各国去游玩，还能交到很多朋友，看来远航真是一件轻松自
在的好差事，你觉得呢？又把学生引入了课文的第三部分战
胜凶险（第五自然段），郑和远航时遇到了哪些凶险？他是
怎样应对的？让学生找到相关句子反复品味，并说一说读了
四五两自然段，你觉得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哪里看出
来的？让学生在读书中体会我国古代人民友好、机智、镇定、
勇敢和顽强的探索精神。

郑和远航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其中的一个，它足以令世人骄傲。

课文《郑和远航》主要介绍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远航的情况，
并点明了郑和七次远航的重大意义，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



强的探索精神和我国古代出色的航海技术。

像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是历史上所罕见的，那课文是怎么来
记叙这样的事件的呢？全文共有七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至五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主要写郑和率船队第一
次航行的情况。第六至七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主要写郑和
从1405年到1433年曾七次远航，为促进我国和亚非国家的友
好交往作出了贡献。课文第一部分可以分为三层：第一至三
自然段为第一层，写1405年7月11日，在苏州府刘家河码头，
郑和受皇帝派遣，第一次率船队出使西洋时的壮观场面。
（扬帆起航）第四自然段为第二层，写郑和与所到的亚非各
国人民进行了友好交往。（友好交往）第五自然段为第三层，
写郑和在航行中多次战胜狂风巨浪和海盗袭击等凶险。（化
险为夷）在具体教学时，我注意了以下三个方面：

本文叙事性强，篇幅较长，要注重学生的读，这样复述落实
才会容易些。默读1—3，从文章语句推想当时郑和率队
从“刘家港码头”出行的盛况。引导学生在交流时说出自己
的真实感受。（人多：人山人海、船多：浩浩荡荡、船大：
雄伟壮观）引导关注数字说明方法。利用投影，引导学生了
解郑和第一次远航所到的国家。研读文字，感受到郑和率领
船队对君臣和百姓的友好。由于文本对“友好交往”的细节
描写不多，我们可以适当补白。如郑和把国书递交给国王，
国王（ ），郑和把礼品赠送给君臣，他们（ ）。还有老百
姓惊叹不已，有的说（ ），有的说（ ），有的说（ ） 。
关注文中的过渡句。“凶险”有两个面：一是险恶的风浪，
二是“海岛的袭击”，抓住相关语句体会到郑和的镇定、英
勇和智慧。第一次描写详细，后六次描写简略。对于郑和远
航的意义，在阅读感悟中渗透，到结尾水到渠成。

在教学本课后，我要求学生利用双休日，观看电视连续剧
《郑和下西洋》，或者借阅相关书籍，进一步了解当年郑和
下西洋的艰难及其重大意义，加深对课文的进一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