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教版船长原文 苏教版通分教学
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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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船长原文篇一

《通分》这节课是在学生学完分数的基本性质、同分母分数
大小的比较方法、最小公倍数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我认为
学生要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通分的方法并不难。学生
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学、合作交流等活动完成这节课的学习。
所以，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充分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教
师真正只起到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作用，我认为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深入解读文本，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创设了简单而又有效
的问题情境。

新教材把通分的教学与异分母分数比较大小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了解通分的意义。在教学中，
我有效地运用教材中的例子，并更进一步挖掘教材，变静止
的插图为动画的问题情境，有效地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
发学生探索新知的兴趣和欲望，促使学生以最佳的状态投入
到新知的探究活动中，为本节课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奠定了
基础。

2、放手自主学习、注重思维训练，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提高
思维能力。

“思维训练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数学教学一旦离开了这一



核心，就背离了数学教学的本质。在本节课教学中，我没有
追求表面上的花哨、热闹，而是以学生的思维训练贯穿整堂
课，让学生在不断的猜测、验证、交流、总结等一系列的思
维活动中学习知识、提高学习能力。教师真正只扮演组织者、
引导者、合作者的角色。例如：在创设问题情境后，我让学
生大胆猜测哪个分数比较大，继而用自己的方法验证，并对
学生采用的各种有效策略给予肯定，充分展现学生的思维轨
迹，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又如：在引导学生理解通
分的概念时，我不急于向学生讲解，而是让学生说出自己的
疑惑之处，让学生在自学、交流中自己去发现通分的两个基
本条件，理解通分的意义。还比如：在总结通分的一般方法
时，我让学生尝试通分后，再回忆通分时先想什么，在做什
么?学生有了亲身体验，只需略加整理，就轻松地概括出通分
的一般方法了。整堂课中，学生一直处于轻松而又紧张的思
维活动中，教师没有指令性的要求，没有权威性的评价，我
认为，这样的课，才是新课程背景下的数学课。

3、渗透数学思想、培养自学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不教”。我认为，
在数学教学中，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是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把“教学中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作为一个教学目标，
并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目标。例如，让学生自己验证2/5与/4的
大小时，向学生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出示课题后，让学生
自己提出问题，并通过自学课本、小组交流等活动解决所提
出的问题，都充分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4、面向全体、因材施教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
同的发展。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充分遵循这一教学理念，尊
重个性差异，面向全体学生。如在教学中，我对学生提出这
样的要求：已经有办法的同学请把你的办法写在答题纸上，



有困难的同学有三种求助方式：第1可以向有办法的同学请
教;第2可以举手跟老师一起讨论;第3可以求助课本94页。这
样，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并提供多种途径让不同
的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真正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异。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也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比如，对时
间的把握不够科学等。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将继续努力，不
断探索，以期打造更加高效的数学课堂。

苏教版船长原文篇二

《望月》是著名作家赵丽宏的散文。这是一篇构思独特、感
情真挚的散文。文章主要写了“我”在甲板上欣赏月亮时，
聪明好学、爱幻想的小外甥和“我”比赛背诵写月亮的诗句
以及小外甥对月亮的独特而富有童趣的想象。阅读这样的作
品，让学生能受到情感的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

在教学中，我确立营造情境，重读感悟的教学策略，采取有
效的方法进行引导，逐步提高学习的要求。

1、让学生在碰撞中愈加清晰地把握文章的结构和大意。教学
中，围绕“全文可分为几大板块，每块分别讲了什么？”引
导学生展开交流讨论，学生在观点的碰撞中逐步明细文章的
写作顺序和重要内容。对于一些过渡句的归属，也及时采用
读读议议的方法来明确。这样的碰撞与交流代替了教师的讲
授，让学生经历这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虽然有
些磕磕绊绊，但这样的学习经历却是十分值得和有意义的。

苏教版船长原文篇三

本册教材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望月》是第三篇与月
亮有关的课文了。



本文叙写了“我”和小外甥江上赏月的情景。文中有对月夜
江色的描写，有舅甥赛诗的经过，有外甥对月亮的独特想象。
“我”和小外甥喜爱月亮之情跃然纸上，小外甥的聪明好学
形象鲜明。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叙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
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场景、人物、细节，说出自己的喜
欢、憎恶、崇敬、向往、同情等感受。因此，教学本文，我
主要在了解事件梗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体会月夜江景之美、
回忆描写月亮的古诗、体会小外甥的独特比喻，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

第二自然段中，作者浓墨重彩，仅用了4句话，就把月下江景
描述得美轮美奂。同学们都被这美好的月色所吸引。于是我
因势利导，运用探究法，设计问题，进一步引导探究月
与“我”的关系：“那么，是什么样的月亮把我叫醒了
呢？”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安详”、“吐洒”、“晶莹闪
烁”、“镀”“隐隐约约”、“黑色剪影”等词来体会月光
的清幽淡远和朦胧、宁静等特点。孩子们在赏析的过程中充
分感受月光之美，享受月光之美，这样他们才懂得了是美丽
的月把我叫醒了。月亮不仅叫醒了我的身体，还叫醒了我的
心。我沐浴着这美丽的月色，陶醉在月的遐想中。此刻的情
感该是多么的愉悦。学生们才真正明白了我与月的关系的密
切，也更深刻感受了月亮的美好，大自然的美好。激发他们
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分角色诵读课文。通过诵读课文中关于
月亮的诗句，使学生感受月亮的形象、意韵。让学生充分理
解，柔美的月光不仅把我叫醒了，也把小外甥叫醒了。从而
理解使我们沉醉了的原因。

同时，我还要引导孩子们抓住小外甥与“我”的对话，引导



他们体会小外甥的聪明好学和天真活泼。正是这种聪明好学，
才能让小外甥积累那么多有关的诗句，也正是这些有关月的.
优美的诗句，才能让他沉醉。激发学生们强烈的学习愿望，
培养他们善于积累、勤奋好学的品格。达到既教书，又育人
的目的。

附：望月怀远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注意诗中的用词

2．理解诗歌的内容和境界

教学重点

诗歌的境界

一、导入

关于写月的诗，不胜枚举。文人墨客，在月之中或倾注了他
们的爱恨情愁，或寄托了他们的悲欢离合，或展示了他们的
人生坎坷，或抒写他们了的哲理思考。在人才辈出、群星璀
璨的唐代诗坛，诗人们借着那轮高悬苍空的明镜,洞彻肺腑地
进行天地对读,自然与人情互释,,内心与外界沟通的幻想创造,
从而为后世诗词开发了一个韵味清逸而美妙绝伦的灵感源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会张就龄笔下那一夜之间明月由生
及落的生命历程吧.

二、作者介绍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
唐中宗景龙初中进士，玄宗朝应“道侔伊吕科”，策试高第，
位至宰相。在位直言敢谏，举贤任能，为一代名相。曾预言



安禄山狼子野心，宜早诛灭，未被采纳。他守正不阿，为奸
臣李林甫所害，被贬为荆州长史。开元末年，告假南归，卒
于曲江私第，谥号文献。他七岁能文，终以诗名。其诗由雅
淡清丽，转趋朴素遒劲，运用比兴，寄托讽谕，对初唐诗风
的转变，起了推动的作用。有《曲江集》20卷传世。

三、指导诵读

让我们通过反复朗读吟诵诗歌那形象、生动、立体的语言，
聆听它内在的或高昂或低沉韵律，体会情景交融的意境。

1．学生自由诵读，结合诗歌注释解决疑难，整体感知诗歌。

2．教师范读，唤起学生的审美感知。

3．诵读指导

（1）理性的把握：理解诗的作者，理解诗的内涵，必须走进
作者的内心中去，文如其人，言为心声。

（2）感性的表现：语音、语调、表情、动作、音乐

4．师生共读，用情感去点燃情感。

四、诗歌解读

1．本诗的感情基调是什么？

明确：由题目“望月怀月”可见是借助月亮怀念远人，表达
思念之情。

2．那么，整首诗是如何借助意象表达这种感情的？试结合诗
句分析。

明确：通过明月寄托相思的诗句



“隔千里兮共明月”―宋谢庄《月赋》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月夜》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3．首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乃千古名句，好在
哪里？“生”字好在哪里？

明确：“海上生明月”：意境雄浑阔大，是千古佳句。看起
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奇特的字眼，没有一分点染的色彩，
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这一句完全是
景，点明题中的“望月”。

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鲍照《岁
暮》“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谢i《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
京邑赠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生”写出明月从海面冉冉升起的景象，富有动感。

4．“天涯共此时”：由景入情，转入“怀远”。

“共此时”的是谁？怎样理解“共此时”？

明确：“此时”，“我”在翘首望月，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而伊人“此时”也在翘首望月，思念着“我”吧。通过明月
寄托相思。

“天涯共此时”有两层含义：一是诗人与远在天涯的伊人共
此一轮明月；二是融融月光洒满人间，天下离人此时都在望



月怀远。

“我”在思念谁？可以是父母、妻子、亲人、朋友等，具有
不确定性。

5．颔联：“怨”什么？为何“怨”？

明确：“竟夕”，亦即通宵。这通宵的月色对一般人来说，
可以说是漠不相关的，而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因为对月相
思而久不能寐，只觉得长夜漫漫，故而落出一个“怨”字。

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与“相思”呼
应，以“遥夜”与“竟夕”呼应，上承起首两句，一气呵成。

明确：整夜相思不能入睡，怪谁呢？是屋里烛光太耀眼吗？
于是灭烛，披衣步出门庭，光线还是那么明亮。这天涯共对
的一轮明月竟是这样撩人心绪，使人见到它那姣好圆满的光
华，更难以入睡。

“怜”应有怜爱之意。

夜已深了，气候更凉一些了，露水也沾湿了身上的衣
裳。“滋”指润湿，而且含滋生不已的意思。

“露滋”写尽了“遥夜”、“竟夕”的精神。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两句细巧地写出了深夜对月
不眠的实情实景。

7．尾联：“不堪盈手赠”表达作者怎样的愿望？

明确：月光是如此的柔和恬静，非常可爱。“我”生发出希
望捧一掬月色献给远人的愿望。然而皎洁的月光“照之有余
晖，揽之不盈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不能把可爱的月光赠给远人，那怎么办呢？“梦”什么？表
达了怎样的情感？

明确：既然现实中不能与远人想见，那就回到卧榻上睡觉吧，
在梦里也能与远人相会啊。表达深切的思念之情。

五、评点精粹

《唐诗刊选脉会通评林》云：“通篇全以骨力胜，即“灭
烛”，“光满”四字，正是月之神。用一“怜”字，便含下
结意，可思不可言。”

板书设计

诗意:

首联.望月怀远自然浑成

颔联.流水对，自然流畅，古诗气韵

颈联.深夜对月不眠的实情实景

尾联.构思奇妙，意境幽清

苏教版船长原文篇四

语文课是学习的凭借。叶老说过，“语文无非是个例子。”
作为语文老师，如何让学生通过有限的语文课，学到写作方
法，在本节课中，我作了尝试。

首先让学生弄明白，本文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写人离不开写
事，而写事一般按事情发展顺序进行，具体到本文，事情发
展顺序就是：遇险――组织救援――牺牲。其中，组织救援
是重点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课文主要抓住了船长的三次命



令，即船长的语言描写表现了船长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
而在牺牲环节，则主要是对船长进行了动作特写，进一步突
出了船长的伟大形象。

课堂上，顺着这条思路，我引导学生采取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充分地与课本进行对话，从而读出了自己的感
受，对船长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也悟到了课文通过人物语言、
动作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并指导学生采用这种写法写写这
场海难中的幸存者，有效地使这种写法得到了内化。本来很
长也很难的课文，变得简约了，学生学得也轻松了一些，快
乐了一些。

苏教版船长原文篇五

《望月》是一篇极其富有诗意和童话色彩的文章，所以在这
一节课的教学中，我努力创设情境，让诗意在课堂中流淌，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教学：

一、赏――江中月的多姿多彩。

文章第二自然段所描绘的江中月色静谧而美好，在教学中，
我通过音乐《春江花月夜》，借助美丽的月夜江景图，加上
声情并茂的描述，让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学生在自读体会
时能抓住“安详”、“千点万点”、“晶莹闪烁”、“隐隐
约约”等关键词语，感受到月夜江景的的宁静之美、动态之
美、颜色之美。有了这样的感受，学生朗读的时候声情并茂，
能把月夜的迷人朗读得很到位。但这一小节是课文的重点段
落，在教学中所花的时间偏少，学生能找到关键词语理解课
文，但是老师对文本挖掘的深度不够，在课堂上体现不出老
师的指导作用。

二、诵――诗中月的多情多愁。

舅舅和小外甥的对诗，在教学设计中我力求让学生进入对诗



的情境中去，对于诗句的诵读分为两次，一读，整体把握，
读熟诗句，二读，理解诗句情感之后，带着表情，动作、语
气来读。但是在这一段落的教学中，在理解诗句中的月亮寄
托这是人怎样的感情，所花的时间太多，理解得太细，脱离
了这堂课的目标，是让学生对诗，体会这种沐浴在诗和月光
中的清幽旷远的意境，而不是理解诗句。对诗句的情感，点
到为止就行了。

三、喻――心中月的多趣多变。

小外甥心中的月亮很独特，充满童趣，这一环节的教学还是
比较好的，特别是小练笔：“同学们，你们也和小外甥一样
的年龄，一样的聪明可爱，一样的充满幻想，那么，你眼中
的月亮像什么呢？拿起你的笔，把你心中的月亮也写成一首
童话般的诗。”学生的想象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学生只会
写月亮像镰刀，像小船，像眉毛，可是他们的回答却让我惊
喜：

月亮像什么？像路灯，在夜晚，它为我们照明，即使夜深了，
它仍然那么亮，不忍心离去，不忍心让大地黑暗一片。

月亮像什么？像月饼，美味的月饼。每天，星星在不断地吃
月饼。日积月累，月饼越来越小了，而星星却长胖了。忽然
有一天，月饼变圆了，而星星还在吃月饼，这样的事，每个
月都在发生。

月亮像什么？像小船，月亮女神坐在上面，每到夜晚――就
会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让我们不再为黑夜而害怕，不再为黑
夜走路而苦恼，给大地一片光明。

月亮像什么？像镜子，庞大的镜子，在夜晚，它便照亮大地，
用柔和的光线，寄托它对我们的思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