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实用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意在引导学生通过品评、诵读文章，与作品对话，感
悟海燕勇敢乐观的形象，体会作者赋予不同形象的不同情感。
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引导学生与作者对话，理解海燕的象征
意义，并结合实际，引导学生与生活对话，是学生把握“海
燕”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海燕》这样一篇年代久远、时代背景强烈、政治色彩
浓郁的散文诗，如何引导学生迅速地走下文体，深入的与作
品、作者展开对话，是我备课时考虑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在
这可的教学中我做了这个样的设计：

设计一：请同学们四个人为一小组合作探究“从文中-------
---，我感悟到这是--------的海燕。”拿起笔，找到具体的
词句圈画出来，写下自己的感悟，把你心中的海燕形象告诉
小组的其他同学。

“设计一”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运用“读评结合”的方法与作
品展开对话，感悟海燕的精神及其精神内涵。阅读是读者的
一种主观精神活动，因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的高低而达到的
阅读深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搭建
一个平台，引导学生与作品展开对话，并能充分的表达自己
的体验感悟。就这节课而言，“设计一”就起到了平台、阶
梯的作用，为学生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切入文体。



设计三：在刚才的评析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作者对海燕和其
它海鸟的情感态度是不同的，作者问什么赞美海燕，嘲讽其
他海鸟?要想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文章的背
景。(出示写作背景)

“设计二”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与作者对话，理解海燕的象征
意义。通过第一环节的教学，学生已经明确了作者对不同象
持不同的情感态度，对海燕是赞美，对其它海鸟是嘲
讽，“作者为什么赞美海燕，嘲讽其它海鸟?”(难道海鸥就
真的懦弱?难道海鸭就真的胆怯?难道企鹅就真的蠢笨?)此时
学生陷入了沉思，教师因势利导，出示作品写作背景，让学
生结合背景在思考这个问题。经过讨论交流，学生明白了海
燕和其他海鸟是各有所指的，这就是象正手法运用。此环节
中，背景的给出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在学生思维梗塞之时为
学生搭建了与作者对话平台，将学生思维引向深处。

本节课主要是以读待讲，45分钟课堂时间，用了15分钟以上
的时间进行朗读，以朗读为线索，串起了又对课文中形象的
理解到对课文表现手法品析等若干个教学细节。真正从实际
入手教会学生朗读的方法和技巧， 例如：“这个同学告诉了
我们一个很好的朗读方法。你在读的时候，重点强调了哪个
词?你是为了表达什么情感?大家再试试。”这样的朗读指导
真正做到了让学生在体验中领悟朗读、学会朗读。从而让学
生通过深入解读文本，悟出文本章情感如何把握，句中的音
如何处理。

从总体上来说，这节课算是成功，在细枝末节的处理上仍然
不够精细，课堂用语不够简练，环节过度生硬，学生学习习
惯还有待提高，这些都是以后需要亟待提高的问题。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我认真听完黎皓老师的一节公开课后，我认为 “这篇课
文我从读书到现在教书，不知道学过、讲过多少遍，可唯独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教法，还能上得这么好……”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爱玩是少年的天性，这“天职”与“天
性”是一对矛盾。但如果能把两者巧妙的结合起来，既完成
学习任务，又激发学生兴趣，岂不两全其美？给学生一个球
场，学生自然知道去尽情踢球；给学生一个舞台，学生自然
知道去尽情表演。基于这一认识，本课一连串的设计了七大
活动。即：格调高雅的“书法比赛”，独具一格的“朗诵训
练”，别出心裁的“画插图”，引人入胜的“猜谜语”，极
富创意的“当翻译”，还有贴近生活的“口头作文”……这
些活动将听、说、读、写融为一体，把学生的探究热情充分
调动起来，把学生的探究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些活动，环
环相扣，不断深入，使理解课文深刻含义，理解象征手法及
其运用这样复杂枯燥的教学任务变得简单而又充满了趣味，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探究任务，这不能不说是课改精
神的胜利。

在本课教学中，我动用了大量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和艺术积
累，书法、美术、表演、文学、政治、历史、生物各学科的
知识交汇在一起，拓展了课堂空间，加强了教学辐射，组成
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万花筒世界。这也是体现教学设计个性化、
创造性的一个成功尝试。

在整个教学流程中，教者牢牢把握住一点：自己只是一个平
等的对话者，热心的促进者，机智的引导者。因而处处循循
善诱，凡对学生稍有创意之探究即予以热情鼓励，课堂上掌
声不绝于耳。更可贵的是教师能将自己当作学生中一员，处
处为学生着想，经常与学生同读、同练、同议；在学生可能
遭遇困难之处，充分预测后率先示范而不包办代替……这都
是新课程背景下一个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行为。

总之，课堂教学的成功，缘于对每一个环节的精心设计和每
一个细节的精雕细刻。本课最成功之处在于以精心设计的活
动为载体来完成探究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是当前课程改革



的主导方向，但接受性学习仍有较大市场，由探究性学习取
代接受性学习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活动
为载体来促进探究可以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三

《海燕》的教学过程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注重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遵循语文教学规律，教学中突
出了对学生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课堂中贯彻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下面我们一起来熟悉背景，把握时代脉博。”这样的情境导
入，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

教学过程中，我以朗读品味贯穿教学始终，让学生在读中悟，
悟中读，读评相结合。在赏析海燕形象时，让学生抓住直接
描写海燕的句子入手，让学生进行认真的品读、体会。在尊
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让学生的感性认识得到充分的发挥，
并结合时代背景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而把握海
燕的特定内涵。在拓展延伸中，我将学生对海燕形象的认识
的现实意义与生活实际相结合，鼓励学生在面对生活中的暴
风雨时也要像海燕一样勇于斗争、乐观、自信。这样突出了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的地方，一是学生的朗读时间
不是很多，这样不利于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二是课堂内
容含量较多，学生不易接受；其次就是在读上，不要过分集
中，可以在教学的每一环节设计不同形式的读，也可以让学
生在读中体会朗读的方法，然后由学生说明自己的朗读技巧，
教师作造当的点评。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海燕》时，在已经学习三篇散文诗的基础上，我设计
了以学生自读、自学、自问、自答为主的朗读教学形式。着
眼语文教学之根本，旨在增强学生的感知积累和品味感悟，
相应安排为感读、研读、评读、赏读四个环节。然而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在研读环节十分沉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问题的提出不能紧扣文章重点，于是教师自己设问，让学生
自主讨论研究，课堂气氛虽然有所改变，场面较为活跃，但
是学生仍不能很好很快地完成，完成效果不尽人意。范例七
《海燕》是高尔基所写的一首散文诗，作品犹如春天的旋律，
时代的前奏曲，革命的宣言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
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导入语是《海燕》是无
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有如春天的旋律，时代的前奏曲，
革命的宣言书。自问世以来，它以深刻的思想锐利的锋芒和
激情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它属于过去、属于未来、属于全
世界。这样简介作品背景,讲讲《海燕》的深远影响，激发学
生学的欲望。之后让学生激情朗诵齐读，借此领会作品激情
洋溢音韵铿锵的特点。

朗诵之后按照暴风雨渐次逼近这一线索，让学生找出“来临-
-逼近—到来”这三个场面，而海燕的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逐
步鲜明，海燕的形象也随着暴风雨的渐次逼近而逐步完善。
因此让学生找出描写海燕的语句加以分析，从而领会作为勇
猛坚强乐观自信富有献身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形象，对
于海燕的象征意义有了比较好理解。

修辞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海燕》的艺术性，学生对
比喻和拟人很熟悉，但对反复却缺乏了解，因此让学生找出
并解析，重在解析反复修辞的作用。

拓展延伸的时候因时间来不及，发言得不精彩，我知道学生
原本可以表现得更好的，是我没有给予他们充分地表现的机
会，让我失去了原有的从容与大气。



还有没做到修辞手法和象征手法的迁移训练。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五

我主讲了《海燕》的教学研究课。对于这节课，我有很深的
感受。不敢说是怎样的成功，但我也有所获。当然在教学过
程中也有很多感到疑惑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对我
的教学进行深刻的反思。

《海燕》的教学过程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注重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遵循语文教学规律，教学中突
出了对学生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课堂中贯彻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导入先由教师激情谈话，（其详见本课教案）提出问题，
让学生首先互动，引出寓意，进而过渡到海燕的形象：“生
活中，平凡的事物往往也会有寓意丰富的一面。今天我们要
去接触这么一个小生灵：大海，给了它坚硬的翅膀，为的是
博击狂风巨浪；当鸟儿们都躲避风雨的时候，它却高声的呼
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就是海燕！（放海燕动
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春天的旋律》的尾章《海燕》。同
学们知道高尔基为什么要对海燕进行歌颂吗?下面我们一起来
熟悉背景，把握时代脉博。”这样的情境导入，激发了学生
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教学过程中，我以朗读品味贯穿教学始终，让学生在读中悟，
悟中读，读评相结合。在赏析海燕形象时，让学生抓住直接
描写海燕的句子入手，让学生进行认真的品读、体会。在尊
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让学生的感性认识得到充分的发挥，
并结合时代背景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而把握海
燕的特定内涵。在拓展延伸中，我将学生对海燕形象的认识
的现实意义与生活实际相结合，鼓励学生在面对生活中的暴
风雨时也要像海燕一样勇于斗争、乐观、自信。这样突出了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的地方，一是学生的朗读时间
不是很多，这样不利于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二是课堂内
容含量较多，学生不易接受；其次就是在读上，不要过分集
中，可以在教学的每一环节设计不同形式的读，也可以让学
生在读中体会朗读的方法，然后由学生说明自己的朗读技巧，
教师作造当的点评。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六

《海燕》是高尔基所写的一首散文诗，作品犹如春天的旋律，
时代的前奏曲，革命的宣言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
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上课伊始，检查学生预
习情况，首先是“高尔基知多少”，接着简介作品背景。在
范读的基础上，让学生齐读，借此领会作品激情洋溢音韵铿
锵的特点。

这篇文章按照暴风雨渐次逼近这一线索，学生很容易找
出“酝酿--逼近--即将来临”这三个场面，而海燕的性格随
着情节的发展逐步鲜明，海燕的形象也随着暴风雨的渐次逼
近而逐步完善。因此让学生找出描写海燕的语句加以分析，
从而领会作为勇猛坚强乐观自信富有献身精神的无产阶级先
驱者的形象，因为之前已经学过《雷电颂》，学生对象征手
法的运用已经掌握，所以对于海燕的象征意义也就很好理解。
有学生问“先驱者”是什么意思，在让学生知道含义的前提
下，让学生换一个字来理解，“先行者”或“先锋者”。

与之相对应还描写了哪些动物呢？请在文中划出最能表现它
们性格的词语，从而让学生明确海鸥海鸭企鹅面对暴风雨所
表现出来的恐惧心理，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联系《雷电颂》说
出它们的象征意义。与其同时，顺便带出狂风乌云和大海的
象征意义。这时我让学生思考文章第二段中，为什么说“乌
云听出了欢乐”？难道海燕的叫喊与飞翔，乌云喜欢不成？！
学生一时不解，干脆让学生互动研讨。在暴风雨逼近与即将
来临这两个场景下，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狂风



的“抱和甩”，与大海的“抓住和熄灭”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海燕以预言家的姿态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吧”，表达了对暴风雨的强烈渴望。

修辞手法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海燕》的艺术性，学生对
比喻和拟人很熟悉，但对反复却缺乏了解，因此让学生找出
并解析，重在解析反复修辞的作用。此外还设计了一个环节，
对于海鸥海鸭企鹅的表现，假如你就是海燕，你会对它们说
什么？会对它们采取什么策略呢？此目的一是考察学生想像
与联想的能力，二是考察学生的社会洞察力与政治素养。

最后让学生反思：从海燕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如果面对
人生的“暴风雨”，你会怎么办？此问题的设计在于对学生
进行人文熏陶。这时学生的回答很精彩，有自己的思考，有
转引名人的诗句，比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臧
克家的《有的人》、冰心的小诗、鲁迅的“不在沉默中死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等，还有引用“超女”口号，这里就不一
一枚举了。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七

以活动为载体推进探究过程，这是本课最主要的设计宗旨。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爱玩是少年的天性，这“天职”与“天
性”是一对矛盾。但如果能把两者巧妙的结合起来，既完成
学习任务，又激发学生兴趣，岂不两全其美？给学生一个球
场，学生自然知道去尽情踢球；给学生一个舞台，学生自然
知道去尽情表演。基于这一认识，本课在整体感知的环节里
一连串的设计了三大活动，即：别出心裁的“画插图”，引
人入胜的“猜谜语”，极富创意的“当翻译”。这些活动将
听、说、读、写融为一体，把学生的探究热情充分调动起来，
把学生的探究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些活动，环环相扣，不
断深入，使理解课文深刻含义，理解象征手法及其运用这样
复杂枯燥的教学任务变得简单而又充满了趣味，于是在不知



不觉中就完成了探究任务。

课堂教学的成功，缘于对每一个环节的精心设计和每一个细
节的精雕细刻。本课最成功之处在于以精心设计的活动为载
体来完成探究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主导
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以活动为载体来促进探究可以算是一
种成功的尝试。

海燕教案的教学反思篇八

《海燕》一课是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九课，是俄国作家高
尔基的一篇散文诗。本单元要求学生学习时要加强朗读，注
意课文中的联想与想象，了解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的表达方
式，学习抒情性的语言。因此，我把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放在
领悟文章的写作方法，以读来贯穿整个课堂。那么学生了解
背景，初步感知海燕的形象，把握课文情感，就是为了完成
主要任务扫清障碍而设置的，也是必需的。作者介绍和时代
背景我采用幻灯片展示，课前准备充分，资料较全，不像以
往要用粉笔板书，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海燕》是一首散文诗，兼有散文和诗歌的特点，所以朗诵
环节是很重要的。我主要通过老师范读,学生听读﹑试读﹑品
读等这几个朗读教学过程，让学生把握散文诗的节奏﹑重音、
停顿和感情。其中，我与以往未采用多媒体课件时相比，就
是用了配乐范读。我在网上找一个比较好的朗读音频，指导
自己诵读，力求准确。在学生朗读小比赛时也运用了课件中
的音频材料，进行了配乐，这个方法学生们比较喜欢。通过
多读，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课文，同时学生能初步理解作者的
思想感情，这比老师单一的去讲要好的多。

的认识的现实意义与生活实际相结合，鼓励学生在面对生活
中的暴风雨时也要像海燕一样勇于斗争、乐观、自信。这样
突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让
学生的视觉、听觉得到更好的享受，这与以往只凭老师一张



嘴就上一节课有了很大提高。

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的地方，一是学生的朗读时间
不是很多，这样不利于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二是背景资料
介绍的笼统，很多学生对那个时代不甚了解，导致在象征意
义的分析上出现了分歧。三是课堂内容含量较多，学生接受
有些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