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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为啥组织生活会有心得体会(精选6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一

本课是学生所接触的第一篇游记，所以学习本文要了解一些
游记文体的知识，要弄清作者的游踪，把握各峡特点和两岸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特点，是很关键的。

刘大杰先生的《巴东三峡》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三峡的雄壮与
秀丽，感受到它的雄险，它是一座中国千年文化的山水画廊，
所以本课的教学目标即把握作者的游踪，抓住景物描写的特
点，这是教学的重点。但历代文人游历三峡都是顺流而观，
而刘大杰的《巴东三峡》却是逆流观写，而且主要是写三峡
山险水急的特点，极状了形势的险恶，这就激发作者的一些
想法，当社会环境恶劣，历史处于衰退时期我们如何去做?在
描写三峡山水特点时还写了两处人文景观，三峡里的人文景
观很多，可笔者却只写了昭君幼居，刘备托孤的典故，这是
什么用意呢?胡人侵边，王昭君决然站起，逆身走进大漠，汉
朝的历史因此而延续了百年。刘备托孤，敢逆吴魏，使天下
终成三足之势，这些人物都敢于逆当时的历史潮流而动，推
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他们成为了历史上的两座丰碑。作者
将敢逆潮而动的历史人物与三峡中的山险水急之景交织在一
起写，旨在启迪人们，当历史处于衰退时期时，俊杰当敢逆
潮而动，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应是《巴东三峡》
的人文所在，也是将景和情融为一体、寓情于景的写作寓意，



这也是本课的难点。

运用多媒体让学生直观地把握三峡各景点的位置。同时也了
解作者的游踪，在学生读课文时，出示三峡的景观，引起学
生学习兴趣。

在把握三峡两岸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时，主要利用表格，
以合作探究方式找出，同时具体品味描写景物特点的语句，
感受三峡山险水急的特点，解决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的突破，作者极状三峡山险水急的景物特点，但作
者的情感寄托却是隐匿在昭君出塞和刘备托孤的典故中，这
些人物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历史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在
历史处于危难时期俊杰当敢逆流而动，推动历史进步的文本。

这节课的设计，让学生不仅是和作者一起游历三峡，欣赏三
峡的优美风景，更重要的是体会在游历山水中所包涵的人文
精神，体会作者于景、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二

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由老师带感情朗读，配合优美的.乐曲，
一下子便把学生带到课文的意境中，然后再由学生仿读，边
读边体会，读中导，读中悟，在两遍三遍的朗读中，学生大
多对文章有了较深的印象，至少大多数同学都能流畅自如并
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我把这一教学过程称为“品读”的
过程。因为我特别欣赏洪镇涛老师创导的“品读”教学法。
所谓“品”即发现，欣赏，咀嚼，感受。要想真正品出文章
的味道，没有读的过程是不行的。“品”要以“读”为基础，
而“品”过之后要用“读”来丰富语言的积累。先读后品，
品品读读，反复诵读，涵泳文意，才是学好一篇文章的方法，
特别是如《三峡》般美若仙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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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三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七天的长假，相信很多同学早已迫
不及待地做好了走出家门到外面旅游的准备。古人云：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
识。今天我们就先来一次精神上的旅游，跟随北魏著名的地
理学家郦道元一起游一游1500年前的三峡，欣赏一下长江三
峡的优美风光。(出示画面)(板书)请同学们把课本翻到第191
页。

首先，让我们共同走近文章的作者和出处。哪位同学自告奋
勇为大家介绍一下作者和作品?可以参考课下注释，其他同学
注意用笔圈画出要点。(生读)

老师再补充一点，(出示画面)齐读。

郦道元，北魏著名地理学家,“自幼好学，历览群书”。著有
《水经注》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地理著作,而且
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和民俗风情录。

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三峡。(出示画面)

在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眼中，三峡是中国最值得游览的地方。
那么，三峡美在什么地方呢?下面让我们来听听文章的朗诵，
注意听准字音，圈点勾画。(播放课文朗读)

如此美文，我想大家更愿意自己读一读。下面我们来请一位
同学为大家朗读一遍，其他同学认真听，评点一下读得优点
和不足。(举手、推荐或点名朗读)

师生点评订正。



(出示画面)请同学们参照课下注释，自由地大声朗读课文，
把不懂的地方勾画出来。

小组交流，质疑释疑，疏通文意。(巡视指导：要求将有争议
地方记下来交班内讨论)

组织班内交流：你有什么困惑或收获?(生生问答，教师明确，
板书重要的文言词语)

(出示画面)现在大家对文章大意已经有所了解，来，我们一
起把课文再读一遍。这一遍读要注意读准字音、读清句
读。(生齐读课文)

同学们读得字音准，句读清，不错。我相信随着大家对课文
理解程度的加深，逐步感悟到三峡之美时，朗读得会更好。

那么，在作者笔下，三峡的美丽神奇的景象主要体现在哪两
方面呢?

(学生回答。预设：山和水)(板书)

不错，峡者，两山夹水之地也。山水最能表现峡的特点。作
者正是抓住山和水来为我们介绍三峡的。(出示画面)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四

《三峡》是一篇文质优美的文言文，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
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
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了让学生理解文艺并感受美丽，
在教学时，我设置了一下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理解文
意。2、反复朗读，欣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味语言的精
妙。3、掌握方法，轻松背诵。这样设计既让学生了解了三峡
的景物特点，还能够能够学生欣赏到语言的魅力。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没有设计一个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多遍不同形式
的读，如：默读、轻读、朗读等，在读中完成学习目标。整
个课堂都是学生在读，在说，在品，在记，老师只是引导的
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语文课“语文
味”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在学生对《三峡》一文精度细品的基础上，我顺势引导学生
掌握背诵的方法，分清层次，理解，掌握重点字词，之后
用“减字背诵法”加以验测，整堂课有诵读、有品位，有积
累，有方法指导，高效、是在。

无提问的课堂，有章法的朗读。美丽的，配以美妙的音乐，
让学生美美地学习，美美地收获。整个语文课堂变成了欣赏
美、感悟美、收获美的'场所。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五

《三峡》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
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为了让学生理解文艺并感受文章美丽，在教学时，我设置了
一下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理解文意。2、反复朗读，欣
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味语言的精妙。3、掌握方法，轻松背
诵。这样设计既让学生了解了三峡的景物特点，还能够能够
学生欣赏到文章语言的魅力。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没有设计一个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多遍不同形式
的读，如：默读、轻读、朗读等，在读中完成学习目标。整
个课堂都是学生在读，在说，在品，在记，老师只是引导的`
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语文课“语文
味”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在学生对《三峡》一文精度细品的基础上，我顺势引导学生



掌握背诵的方法，分清层次，理解文章，掌握重点字词，之
后用“减字背诵法”加以验测，整堂课有诵读、有品位，有
积累，有方法指导，高效、是在。

无提问的课堂，有章法的朗读。美丽的文章，配以美妙的音
乐，让学生美美地学习，美美地收获。整个语文课堂变成了
欣赏美、感悟美、收获美的场所。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六

应该是信手拈来了，完成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课
堂实践表明，学生的表现是完全可以比我们预设的要好的。

当然，课堂教学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缺点和不足。比如，制
作的课件突出了课堂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却忽视了课堂的知
识性，学生只回忆起部分内容，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理想。再
比如，我的课堂语言不够凝练，“连绵不绝”一词重复使用
了几次，还出现了口误现象。这些都提醒自己，“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经过此次课堂教学，我对课堂有了更
多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收获，也有了更多的思索，我想我一
定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在同仁们的指导下不断成长
进步。

三峡之秋教学设计篇七

文言文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承载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但又绝
不是惟一的任务，更不是根本任务。记得在第一次给学生上
文言文课时，我就让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学习文言文，我理解
其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接受古代文化的熏陶渐染，提高人文素
养。可是，光讲授，学生无法理解。这样面对一篇文章，如
果肢解开来读，必然失去其原有的韵味，所以在教学中，我
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展示三峡图片，让学生一
下子明白其文的内容。我力求让学生在整体中去解读语言，
真正实现学生与古人的对话，学到活的知识而不是孤立的字



词。于是第二个环节就是弄懂文意。读是基础，于是利用远
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的图片和朗读带，让学生听看，借
助注释来读课文，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拿到课堂上大家
共同讨论解决。实践证明，有了听看的基础，学生说，完全
可以自行解决文意串讲这个问题的。

如果说前面的读是在为品做准备，那么真正的品就在学生对
文章优美佳句的欣赏上。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行找出自
己喜爱的地方，然后说明喜爱的原因。许多学生都喜欢写三
峡夏季水的画面。于是便抓住机会，诱发联想，想起一些与
此地情景相似的诗句，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比如：远程教
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的有关的诗句，夏季水流湍急，学生
由原文想到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还想到了许多写水的
诗句。这既是一种对课文的理解，又是一种知识的迁移。有
的学生欣赏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清荣峻茂”的图
景，于是课堂上对这四个字进行展开扩写，用自己的语言将
这四种图景描摹出来，结果，多数学生对自己的扩写不满意，
认为自己的扩写使原文那种深远的意境变得平淡了，好多丰
富的内涵也没有了。经过比较，学生深深体会到了资源魅力
所在。还有的学生喜欢秋季的凄清，面对两岸高峻的山岭，
聆听悲哀婉转的猿的叫声，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
有这样的画面，学生一看，触景生情。这种直接面对文本的
倾听和思考，拉近了学生与古代时空的距离，仿佛听到了作
者旷远的呼唤，仿佛看到了作者对壮美河山的叹仰。如果说
《三峡》的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水融合，那么学《三
峡》，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人也与自然景观成
为一体了。在此基础上，练习写导游词应该是信手拈来了，
完成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

总之，本节课，气氛和悦，学生既参与了课堂，又学到了知
识；既懂得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又提高了学习
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