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城课文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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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长城课文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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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锁住了课文的最后一段话：“这样气魄雄伟的工
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引起我关注的
是“奇迹”一词，读课文时，的确长城无论是从材料、设计、
建筑等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所以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
时，我把着力点放在找出中心句，然后逐步完成教学任务。
通过今天的教学实践，我感觉到这种处理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学生通读全文后，说说长城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学生在读文后，体会到长城很长，我们讨论了具体写长的句
子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之间需要经过的省份，以及
词语如“一万三千里”，然后我又给学生补充资料说，曾经
有人徒步走长城，用了两年的多的时间，这样自然而然地
把“一万三千多里”转化成学生可感知的形象，学生走出文
本，又走进文本，对长城的长有了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对于这一段的处理，我觉得要让学生读懂课文，充分利用课



本资源，我用多媒体出示长城近景图，然后采用导游形式小
组介绍，要求学生边默读课文，边对照小图，在图上把长城
各个部位的名称和位置标出来，这样一来，学生在读课文时，
图文对照，边读边看，让学生理解文本有了一个依托，在这
个依托上又加深了学生对长城的理解。读懂了课文，对长城
的高大坚固的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一点是最难处理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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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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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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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学生动笔写出自己的赞
美的诗或联。学生这样写道：长城东起山海关，高大坚固保
家园。劳动人民多智慧，雄伟气魄世人赞。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孩子们对长城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感受
到了长城的魅力，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了
比较充分的调动。

长城课文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中，我参考厦门市英才小学许勇顺老师的教学设计，
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的独特的解读，教学分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气魄雄伟的长城、智慧的长城、血汗的长城、民族的长城、
世界的长城、长城引起的思考，环环相扣。

紧扣“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
个重点句开展教学。长城奇就奇在它的气魄雄伟，它修筑在
技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凝聚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



“气魄雄伟”很好理解，我通过让学生读文、看短片、谈感
受，很容易就理解了长城的雄伟气魄。“血汗”从文中的第
三段也可以很快体会出来；关键是“智慧”该怎样让学生体
会呢？我先让学生复习长城的结构，然后边读、边看图、边
思考：你觉得长城的这些设计妙在何处？这样读、看、思结
合很快使学生从长城的设计中品味到了其中的智慧；但是仅
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又出示小资料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了
烽火台、选址、方法中的智慧，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了长城
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个环节把课文与拓展结合，
拓展了语文学习的外延，也使“智慧”变得更加直观可感。

努力使语文课有深度、有内涵、拓展语文课堂的外延。比如
教师出示了各国领导人对长城的赞誉之词，充分激发了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我努力告诉学生一个“完整”“真实”的长
城，因为长城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有骄傲，不仅仅有自豪，它
更是一部血泪史。因此，长城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我简明
介绍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引起学生探究长城的欲望，在学生
心中埋下了向往未来学习的种子，一颗思考该如何保家卫国、
富国强民的种子。相信这颗种子一定会在学生未来学习、生
活中悄萌芽并开会结果。

我在教学中很注意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培养，
比如在教学第三节时，老师让学生默读课文圈画出自己感受
深刻的词句，在旁边写下感受。课堂上始终书声琅琅。我把
指导朗读放在第三段，重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感情送进
去，读出来。可以看到学生的朗读在教师的指导下一步步提
高，最后几个同学的朗读声情并茂非常感人。同时我创设情
景，多次引读文章的最后一段，自豪、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落实读说写的训练，让学生在读中想，读中说，为“写”奠
定了基础。如想象说话的训练，设计有梯度。

但在教学中，我也发现，我的教育机智还需进一步提高，比
如，学生在想象说话时，大都选择第一个，如果当时能够巧



妙地提示学生，大家会选择后两个说话题目，说的质量会更
高。

长城课文教学反思篇三

为期两周的教学赛讲活动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与回味。本次赛讲活动中我们四年级语文讲的是17《长城》。
我的这节课不管在他人眼中是否成功，在我自己看来我收获
了，从去年的《孔子拜师》到今年的《长城》，我首先知道
了如何备一节阅读教学课，知道了教学要抓中心句，中心词，
要抓重点词语，《长城》一文中我抓住中心句“这样气魄雄
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进而抓住中
心词“奇迹”，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课文从三方面写长
城的奇迹，第一自然段我抓住长城的长，长城像一条长龙，
他不仅长，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体现长城的奇迹。第二
自然段作者写了长城的坚固，长城屹立在中华大地20xx多年，
体现了他是奇迹，第三自然段通过写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
难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伟大的劳动任命创造了这伟
大的奇迹。段段抓中心，围绕中心句展开教学是我本节课的.
整体思路，通过这次活动，我认为课堂上必要的补充资料是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涵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每一课课文的高
度都是螺旋上升的，这个高度必须要求我们老师先上来然后
就是必要时的点拨，总结。在一个课堂上我们不仅要抓住关
键词语，而且关键词语找出来就是为了体会感情，最终达到
将感情读出来的目的，所以课堂上朗读要分层次，每一个关
键词，重点词找出来都要通过朗读的指导读出文字背后的东
西，《长城》这课就是要通过朗读读出长城的气势，读出古
代劳动人民的艰难，赞颂他们的伟大。

所以每个关键词语背后的感情一定要一个一个让学读出来，
通过朗读体会感情。上课时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老师的情
感也会带动教学气氛，使学生深受感染，也会很好的帮助学
生体会课文情感，这些也是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到的方法，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落实到实处。增强自己的语言魅力，重点词



句找出来要落实到实处，不能水过地皮湿，找出来就完事，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要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长城课文教学反思篇四

历史性文本是中华文学的经典。所谓的经典，是指其为人类
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人类精神文明的凝聚点。引导学生从
经典阅读入手，可以培育其高尚的审狼槿ぃ人生一开始就占
据精神的制高点。经典阅读会影响学生终身的学习和精神的
发展。但由于历史性文本无论是时间上还是故事背景方面，
都与学生相距甚远，因此，每当面对此类文本时，我们往往
会发现学生的学趣骤然降低，甚至还会产生“厌学”的学习
状态。

故，如何有效地发挥历史性文本在教学中的作用，不得不成
为了摆在老师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无独有偶，我有幸听了周
老师的《长城》一课，让我受益良多，现结合此堂课，浅谈
一下自己对教学历史性文本教学的几点想法：

１、课前重积累：

即让学生有充分的知识准备。以前，许多教师习惯让要上的.
课文先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等破题时才把它揭开。面对历
史性文本，我则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学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
学习内容并进行预习，或提前拜读原著、或提前收集资料等，
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自主地学习、有效地学习。如这篇课文
教学前，老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围绕“长城”课前收集资料，
通过翻阅课外书、采访、上网等方式多渠道地获取了大量知
识，间接地了解了许多事实。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由此及彼，
不局限于一节课、一本书，从而扩大学生信息量的交流。这
样做，可充分发挥语文课本为工具书的作用，不仅加大了教
学密度，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性文本的兴趣。

２、课中重激情：



在语文课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
能让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尤其是对于历史性文本，由于学
生对书本内容的背景了解是甚少的，很难有效的投入到此情
境中，这就要求老师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和肢体表达引导学生
学会“身临其境”，同时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
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燃烧的岁月”！在这堂课中，周老师
那亲切的教态，严谨的教学语言，层层递进的教学环节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怪，整堂课上时时让我们欣赏到了孩
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的动人姿态。孩子们个个兴趣盎
然，跃跃欲试。而孩子们的“情”一旦激发，他们口中的答
案必将是一个个预想不到的惊喜。“激情”极大地调动了学
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乐”。

３课后重实践：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那么，利用好例子教
给学生学习方法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大量的实践，只有在
实践中，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巩固、提高。为了实现实践的
有效性，周教师就针对学生的喜好进行了课外实践题：请学
生们去收集“长城到底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的有关
书籍。为了解决自己热衷的问题，相信学生定会做很多自己
愿意的工作，如到图书馆、网上搜集资料等等。由于这些活
动多是学生自己选择的，所以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独立解
决问题能力的同时，也带给学生由衷的快乐。对问题的答案
教师并不做统一要求，而重在有自己的思考观点。学生可以
探索，可以怀疑，可以批判，也可以标新立异。也许正是这
种自主的精神，孕育出创新的火花，也使语文对学生产生了
巨大吸引力。

长城课文教学反思篇五

为期两周的教学赛讲活动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与回味。本次赛讲活动中我们四年级语文讲的是17《长城》。



我的这节课不管在他人眼中是否成功，在我自己看来我收获
了，从去年的《孔子拜师》到今年的《长城》，我首先知道
了如何备一节阅读教学课，知道了教学要抓中心句，中心词，
要抓重点词语，《长城》一文中我抓住中心句“这样气魄雄
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进而抓住中
心词“奇迹”，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课文从三方面写长
城的奇迹，第一自然段我抓住长城的长，长城像一条长龙，
他不仅长，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体现长城的奇迹。第二
自然段作者写了长城的坚固，长城屹立在中华大地20xx多年，
体现了他是奇迹，第三自然段通过写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
难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伟大的'劳动任命创造了这伟
大的奇迹。段段抓中心，围绕中心句展开教学是我本节课的
整体思路，通过这次活动，我认为课堂上必要的补充资料是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涵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每一课课文的高
度都是螺旋上升的，这个高度必须要求我们老师先上来然后
就是必要时的点拨，总结。在一个课堂上我们不仅要抓住关
键词语，而且关键词语找出来就是为了体会感情，最终达到
将感情读出来的目的，所以课堂上朗读要分层次，每一个关
键词，重点词找出来都要通过朗读的指导读出文字背后的东
西，《长城》这课就是要通过朗读读出长城的气势，读出古
代劳动人民的艰难，赞颂他们的伟大。

所以每个关键词语背后的感情一定要一个一个让学读出来，
通过朗读体会感情。上课时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老师的情
感也会带动教学气氛，使学生深受感染，也会很好的帮助学
生体会课文情感，这些也是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到的方法，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落实到实处。增强自己的语言魅力，重点词
句找出来要落实到实处，不能水过地皮湿，找出来就完事，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要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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