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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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篇一

《延安，我把你追寻》是一首新体诗，抒发了追寻延安精神
的迫切心情。诗的一、二两节写对于延安精神的追寻；三、
四两节写实现现代化需要延安精神；五、六两节写追寻延安
精神的重要意义。用形象说话，用一系列事物构成鲜明的意
境，是本课主要表达特点。了解诗中所说的具体事物的意义
和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律是教学重点。选编这首诗，一是引导
学生接受延安精神的陶冶；二是感性认识新体诗，接受语言
美的熏陶。

依据本课的教材特点、学生的认知水平，结合学生的生活实
际设计的教学流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简介背景，激发兴趣。

本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距离孩子们的生活比较遥远。所以，
可提前让学生查阅相关的背景，为准确理解文本作好铺垫。
上课一开始便设计了交流的环节，由于学生手头资料丰富，
因此交流得很激烈也很全面，既缩短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也为理解文本奠定了情感基础。然后播放录音，为很好地培
养学生语感做好准备。最后借助拼音自由朗读，初步定准情
感基调。

2、自读自悟，感受内容。

课件出示自学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想一想：作者在



诗中多次提到“追寻”，在追寻什么？在旁白处作批注，和
同学交流你的想法。学生快速走近文本，从字里行间去寻找
有用的信息，并及时标画作出批注。老师巡视中及时发现思
维的动向，准确地给予表扬，竖大拇指。不到位或有错误的
及时引导抓住句子再次进行思考写出批注。在充分的自学基
础上创设小组交流的氛围，在思维的碰撞中加深对文本的感
受。

3、品词析句，升华主题。

首先出示几组不易理解的词语：“南泥湾开荒”“杨家岭讲
话”让学生展开讨论，一定要结合查阅的资料，准确把握背
后含着的意思，为准确理解文本作好铺垫。然后在聚焦几组
句子：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
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为什么“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
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借助课文延安窑洞、延河的
插图等，同时，通过课件将延安的风貌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
前，逐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引出延安精神：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等。

4、拓展积累，丰富语感。

听着老一辈们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小练笔之后知道背诵诗歌，有感情地吟诵诗歌，进一步丰富
语言材料，培养语感。

虽然年代感很强，但是通过查阅资料理解得很到位，吟诵得
也是有滋有味。

独立阅读的特点不明显，教师还是引导太多，学生有时放不
开。

如果再教这篇课文，我会把所有的时间放给学生，真正让学



生自读自悟。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篇二

第二单元的课文以“革命情怀”为话题，第一篇课文是《延
安，我把你追寻》是一首新体诗，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但
要理解诗歌的内容，感悟诗歌的内涵，对学生来说，还是存
在很大的难度。毕竟那段历史我只是从书中了解一点，对学
生还说就更陌生了，加之学生搜集资料的途径较少，所以，
在教学这一课时，难度很大。我只有凭自己对教材的理解，
采用讲授、灌输式的'学习方式。

诗的第一、二小节，是理解的难点，因为诗中的比喻的本体
没有显现，大多数学生不知道把什么比作燕子追寻春光，我
告诉学生结合题目来理解。在学生知道后，再让学生体
会“我”追寻延安的心情是急切的。文中的“延河、枣园、
南泥湾、杨家岭”的含义直接让学生结合《英才教程》来理
解。但效果不好。学得较轻松的是二、三小节。第五、六小
节也是结合《英才》让学生来理解。花了两节课的时间才把
课文学完。不过，在课堂上给学生读的时间较多，大部分学
生在学完课文后，能把课文背诵下来。这也是学习这课的小
小收获吧。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篇三

围绕本课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在教学中我首先破题目明背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诗的内容，
有必要让学生明确当时的时代背景。于是，我设计了两个问
题：（1）作者追寻延安的什么？（2）作者为什么要追寻延
安？在理解每节诗的意思时，我扣住“追寻”二字来理解。
其次，在教学中让学生仿照第一节的写法，自己也做一回诗
人来写诗。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
寻夕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这



一环节设计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使课堂教学掀起了小高潮。

1、诗的第一、二小节，是理解的难点，因为诗中的比喻的本
体没有显现，大多数学生不知道把什么比作燕子追寻春光，
我告诉学生结合题目来理解。在学生知道后，再让学生体
会“我”追寻延安的心情是急切的。文中的“延河、枣园、
南泥湾、杨家岭”的含义直接让学生结合名词解释来理解。
但效果不好。学得较轻松的是二、三小节。第五、六小节也
是直接结合名词解释让学生来理解。花了两节课的时间才把
课文学完。不过，在课堂上给学生读的时间较多，大部分学
生在学完课文后，能把课文背诵下来。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教学中，教师积
极地为学生创设一种情趣盎然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受到陶冶、
感染和激励，从而主动学习。在课堂上教师应大胆地让学生
进行自由讨论、交流，赞扬学生一些独特看法，让学生真切
地感受到学习是快乐的。这样自主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

由于课前，我没有重视检查学生收集资料，有些学生没有去
收集资料，教师在介绍课文的时代背景时，有些学生不明白，
提出了很多问题。因此，这一环节用去了很多时间，而引导
学生理解诗意，由于时间不够，就有些仓促。从本课教学中，
我感受到，有些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的课文，课前收集资料，
对课堂上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果我再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这样做：首先（学生结合
课前搜集的资料，介绍有关延安的内容。简介背景，揭示课
题。作者为什么要追寻延安，追寻它什么？接着理解诗句，
突破难点。小组合作交流，理解诗句内容。然后通过各种形
式的朗读来理解、感悟这首诗所抒发的追寻延安的迫切心情。
再在学生理解了诗的内容、感悟到全诗思想感情的基础上，
采用指读、组内互读、班内朗读比赛等形式，在读中培养学
生的想象力。使学生与诗人的感情产生共鸣，受到感染。最



后联系自己的生活、学习实际，谈一谈怎样把延安精神发扬
光大。（在学习、生活中，要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发
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约一张纸、一粒米、一滴水、一度
电……不求索取，只讲奉献。）学生可以畅所欲言。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篇四

《延安，我把你追寻》是一首新体诗，抒发了追寻延安精神
的迫切心情。选编这首诗，一是引导学生接受延安精神的陶
冶；二是感性认识新体诗，接受语言美的熏陶。

因为本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距离孩子们的生活比较遥远。
要想让孩子读懂诗歌、理解感情仅靠教材是无法做到的，所
以需要借助有利的信息技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感悟文本。

首先通过网络搜索课文朗读视频，通过播放范读视频，既理
解了诗歌的内容，也为很好地培养学生语感做好准备。接着
交流“延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等地方的资料，因为
提前让学生查阅了相关的背景，交流的环节时，由于学生手
头资料丰富，因此交流得很激烈也很全面，而且加上课件中
相关资料的补充，既缩短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也为理解文
本奠定了情感基础，为准确理解文本作好铺垫。

看着课件中南泥湾的环境巨变，人们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变，
使让学生不得不思考思考为什么“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
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为什么“丢掉了老牛破
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借助课文延安窑
洞、延河的插图等，课件展示，逐步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
真正明白作者不是追寻“延安”，而是追寻“延安精
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
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等。最后通过展示我们在
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信息，使学生真正理解了诗歌内涵，
将延安精神内化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为塑造新时代少年奠



定良好基础。

最后请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学习实际，谈一谈怎样把延安
精神发扬光大。无形中将“延安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将优
秀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为“塑造新时代少年”夯筑坚
实的基础。

（在学习、生活中，要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节约一张纸、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不
求索取，只讲奉献。）

在学生的畅所欲言中，达到了“文本育人”的真正目的。

回延安教学设计反思篇五

《延安，我把你追寻》读起来朗朗上口，课文用生动的语言，
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精神。诗歌用形象说话，用一系列事物构
成鲜明的意境，是本诗主要表达特点。了解诗中所说的具体
事物的意义以及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律是教学重点。选编这首
诗，一是引导学生接受延安精神的陶冶，二是感性认识新体
诗，接受语言美的熏陶。

我在引导学生从初读进入细读的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突
破难点。可以饱蘸着情感，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去描绘；可
以通过课件的图片展示，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告别了破旧
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为什么“丢
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从
而将学生的思维由单纯的看图引申到深层次的思考。

本诗中有很多形式相同的句式，如“追寻
你……”“像……”，学习这些句式时可以采用由扶到放的
方式，让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小组汇报，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的能力。



把解答第一个问题“追寻什么”作为“扶”的重点，恰当地
运用课件化解难点，让延河、枣园、南泥湾、杨家岭这些地
方通过图片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加深了学生对诗
句的理解，同时学生对“延安精神”也有了深切的体会。在
学生基本弄清第一个问题后，教师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归纳
学习方法，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就可以采用“放”的方式，
然后按照学习前一部分的方法自主学习。

教学中对于“南泥湾开荒”的解释过多，没有抓住重点，让
学生反而无所适从，失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