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 跨越百年的美
丽教学反思(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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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一

《跨越百年的美丽》本组第一篇课文。这组教材是以科学精
神为专题编排的，这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以美
丽为主线，证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
学习这篇课文，不仅仅是认识居里夫人，了解她的事迹和科
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敬重象居里夫人这样
为科学献身的人，认同他们对科学精神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基于此，我选择了课后习题想一想，课题中的美丽表此刻课
文中的哪些方面？这一核心问题，整节课，让学生个人默读
批注、分组讨论、全班交流，围绕这一重点进行有效活动。
反思自我的教学过程，我觉得基本到达了自我预定的教学目
标，并把其归纳为：一条主线，三个有效。一条主线是以美
丽为主线，贯穿全文。三个有效是扎实有效地进行品读词句；
扎实有效地进行语言训练；扎实有效地借助课外阅读理解课
文资料。

整节课，我都以美丽作为文章的主线，以美丽作为话题进行
课前谈话，以美丽质疑作为课文导入，以居里夫人的内在美
和外在美为中心进行有关的词句理解和语言训练，把梁衡这
篇散文用美丽为线有机地串联起来。

1、扎实有效地品读词句。

了解居里夫人的美丽，除了外在美能够借助图片，内在美的



体现都是经过品读词句来感悟、想象，升华理解的。如：在
品读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最终在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
1克镭中，学生在教师的明白下抓住成吨和0、1克这组比较悬
殊的关键词，经过朗读、品味，体现出科学道路之艰辛，也
体会到了执着追求的科学精神。

2、扎实有效地进行语言训练。

语文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工具性的体验要在教学
过程中的语言文字训练中，经过训练，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也适当地创造机会来为学生进行语
言训练，如在理解实验条件的恶劣的组句中，教师就创设出
两种情景来对学生进行训练：假如你明白居里夫人的，看到
他们在如此的条件下进行实验，你想对她说什么呢？如果你
不理解居里夫人的做法，当看到他们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进
行实验，你又会对他们说出怎样的冷言冷语呢？情景的创设、
主角的变换，经过语言训练，加深了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从
而能更深层地了解居里夫人的美丽。

3、有效地借助课外阅读理解课文资料。

《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环节。我
们明白，课内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料，课外阅读又必不
可少，并且，课内外阅读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互相依
靠，互相促进：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理解居里夫人发现人
生意义这个重点句子的理解有点难度，教师就经过速读课外
阅读文章《三克镭》，了解三克镭的来龙去脉，了解居里夫
人在对待镭的态度后，更好地了解到她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放
弃了金钱和享乐的高尚精神。教材中的阅读链接为学生供给
了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没有被盛名所累。为什么会
有这个评价呢？学生经过课外阅读文章《三克镭》，了解居
里夫人为了人类的未来而放弃了专利的故事，更加深入理解
到居里夫人之美。



本课不足之处是学生的朗读没有落到实处，朗读时缺乏感情，
交流中学生读得少。语文课还要在读上多下功夫，多读多悟，
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本事。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二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
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
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扎实、朴实、灵动、富有实效”是听
课老师给予的总评价。

识字和写字是整个小学阶段的重要教学任务，扎扎实实练好
这项“童子功”是为学生一生的学习工作打基础，听写词语
显示出五年级的要求“注意写字姿势，凝神静气地写好每个
字，而且每个词只报一遍”，写后，对着屏幕认真对改，并
在听写的词语中找出一对反义词，然后让学生用上这一对反
义词练习说话，这样，学生既学会了字词，还会运用这些词，
达到了语用的效果。

学生在自由读全文的基础上展示朗读，在展示之前，让学生
充分练习，学生在反复朗读中读熟了课文，读出了语感，这
比什么都重要，它能反映出学生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
当学生展示读完一段后，让学生说出展示的理由，能直接了
解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程度，有利于教师有的放矢地指导！

接着，阅读深入一层，让学生聚焦课题，理性地认识“美
丽”，于是让大家默读课文的3、4、5自然段，寻找美丽，用
把能体现居里夫人精神美的语句用“---”画出来，并在触动
心弦的地方写上自己真实的感悟，然后小组交流读书思考后
的收获，这样，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之后，对作品的
语言，人物的品格的理解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令



人满意的学习效果。

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篇章教学的要求，要在阅读中揣摩文
章的表达特点，本课在师生对话中，学生习得了居里夫人在
发现反射性元素的过程中，做了不可估量的工作，作者梁衡
捕捉到了居里夫人典型的事例，字里行间折射出居里夫人永
恒的美丽！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写文章选材一定要典型，
一定要为要表达的情感服务，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回味无
穷！

一节语文课的结束是一个学习目标的起点，要把课堂上的学
习延伸下去。于是布置了课下的学习活动，让学生用欣赏的
眼睛发现身边的美丽，以“---的美丽”为题，写自己的发现。

整个教学过程自始至终对“学”进行了指导、激励和唤醒。
告别了繁琐的内容问答与分析，担当起了语文课堂本该担当
的字词句篇的教学责任！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三

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是梁衡同名散文的节选，这是一篇
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证明了居里
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做出
了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我本课教学的成功之处是：

一、将居里夫妇极其艰苦的科学研究环境：(“为了提炼纯净
的镭，居里夫妇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矿渣。他们在院子
里支起了一口大锅，一锅一锅地进行冶炼，然后再送到化验
室溶解、沉淀、分析。实验室只是一个废弃的破棚子。玛丽
终日在烟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
留下了酸碱的点点烧痕。”)与镭的发现：(“最终经过三年
又九个月，他们最终在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镭。”)



作比较，并经过8吨矿渣与0.1克镭作比较，体会居里夫妇研
究镭的艰辛。

二、读写结合，培养学生动手写作本事。在学生还深深沉浸
于居里夫人那种献身科学、淡泊名利的跨越百年的美丽之中
时，我不失时机地让学生谈谈自我对居里夫人的感受，能够
是几句话，也能够是一首小诗，从而到达我手写我心的最高
境界。

但这节课也有值得改正的地方，比如对于居里夫人容貌的比
较：

(“玛丽居里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
略带淡泊的神情，那双微微内陷的大眼睛，让你觉得能看透
一切，看透未来。”)

(她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当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镭射线也在
无声地侵蚀着她的肌体。她美丽健康的容貌在悄悄地隐退，
她逐渐变得眼花耳鸣，苍白乏力。)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帮忙学生理解课文
资料。我让学生在充分读议的基础上，播放居里夫人讲演的
影片的片断，浏览课后的阅读链接，在学生心中已有积蓄，
跃跃欲试的时候。我让学生写下自我想说的话。这既是读后
的真切的感受，又是敬仰、追随居里夫人真情流露，既练笔
又明智，一箭双雕。

当然本课的教学也有很多遗憾，比如，学生在交流中还缺少
层次性，说明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够。交流过后教师还缺少必
要的梳理，如果能够随着学生交流的不断深入，在学生的头
脑中构成这样的印象，即：课题中的“美丽”不仅仅体此刻
她的容貌上，更体此刻他的伟大成就上，科学的精神上，高
尚的人格上让居里夫人的形象镌刻在学生的头脑当中，让文
中的语句活在学生的语言了这样我想就更好了。



如果抓住课文中的这几句话，再结合课文中插图来进行比较，
学生就更容易理解居里夫人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四

《跨越百年的美丽》收获总结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是六
年级下册第五组第一篇课文。本组教材是以“科学精神”为
专题编排的，“把握主要内容，体会科学精神和含义，并学
习用具体事实说明道理的写法”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这是
一篇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课文没有泛泛介绍居里夫人的科
学成就，而是选取了最典型的几个事例，将作者对科学家生
命的理解融合在一起。

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
而在于心灵和人格。表达出外表的美丽往往只是暂时的，但
外表本来就美丽的居里夫人通过对科学孜孜以求的不倦探索，
超越时空，在人们的心中永远美丽。

我们师生共同学习了第18课《跨越百年的美丽》，从这一课
中，我们有许多收获，也有许多不足和值得分析与总结的地
方。

通过这堂课，我不仅让学生知道了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元
素镭和钋，还知道了在居里夫人之前伦琴和贝克勒也发现了
放射性元素。我还让学生知道了居里夫人提炼镭时的情景，
他们工作的地方的简陋，知道了镭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它的
颜色是淡蓝色的。居里夫人一生获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
107个名誉头衔，以及两次诺贝尔奖，但是居里夫人视金钱与
名利如粪土，将自己的生命与信仰全部投入到了科研事业中，
她是多么伟大，正因这样，科学家爱因斯坦也称赞了她。居
里夫人这种视名利如粪土以及对科学研究执着追求，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的精神值得学习。

当然这堂课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学生准备资料不够充分，



应当在课前充分了解，课才能更顺利地进行。还有，老师讲
课时学生发言不够积极，这是普遍现象，也是令我最头疼的
现象。这篇课文是一片精讲课文，但是同学们的理解程度不
够，句子含义深刻，理解不到位。

总而言之，这节课既有收获，也有不足，希望以后我的课堂
课越来越吸引学生，学生学习越来越感兴趣。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五

尝试从理念上转变，评价一堂语文课，不是看教师本人是否
出色，而是看学生动起来了没有，动得怎样样，动得好不好。
教学中国的寻找和确定要从学生出发，要研究到学生的实际
需求。

学生课前提了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启发了我，也帮忙我更
加理解了课文。学生提问当然有不到位的情景，偏激的也不
少，甚至错误的也有。但至少能够让我明白学生的兴奋点在
哪里，他们认为的难点又在哪里。

一堂课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只要能解决学生最困惑的即可。

我不是事先准备好框架，而是充分吃透课文后，上课随学生
情景而定。而原先的划分段落、归纳中心等环节能够略去。

先研究，再带领学生一齐在课堂上研究。教师的研究要先于
学生的研究，深于学生的研究。

课堂上要放开，让学生放开讲，学生很多时候能成为你的教
师。让学生大胆讲，就有可能迸发出思维的火花。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六

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是梁衡同名散文的节选，这是一篇



赞美居里夫人的文章。文章以“美丽”为主线，表明了居里
夫人的美丽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心灵和人格。她为人类做出
了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我本课教学的成功之处是：

一、将居里夫妇极其艰苦的科学研究环境：（“为了提炼纯
净的镭，居里夫妇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矿渣。他们在院
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一锅一锅地进行冶炼，然后再送到化
验室溶解、沉淀、分析。实验室只是一个废弃的破棚子。玛
丽终日在烟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
留下了酸碱的点点烧痕。”）与镭的发现：（“终于经过三
年又九个月，他们终于在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
镭。”）作对比，并通过8吨矿渣与0.1克镭作对比，体会居
里夫妇研究镭的艰辛。

二、读写结合，培养学生动手写作能力。在学生还深深沉浸
于居里夫人那种献身科学、淡泊名利的跨越百年的美丽之中
时，我不失时机地让学生谈谈自己对居里夫人的感受，可以
是几句话，也可以是一首小诗，从而达到我手写我心的最高
境界。

但这节课也有值得改正的地方，比如对于居里夫人容貌的对
比：

（“玛丽居里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
又略带淡泊的神情，那双微微内陷的大眼睛，让你觉得能看
透一切，看透未来。”）

（她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当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镭射线也
在无声地侵蚀着她的肌体。她美丽健康的容貌在悄悄地隐退，
她逐渐变得眼花耳鸣，苍白乏力。）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内容。我让学生在充分读议的基础上，播放居里夫人讲演的
影片的片断，浏览课后的阅读链接，在学生心中已有积蓄，
跃跃欲试的时候。我让学生写下自己想说的话。这既是读后
的真切的感受，又是敬仰、追随居里夫人真情流露，既练笔
又明智，一箭双雕。

当然本课的教学也有很多遗憾，比如，学生在交流中还缺少
层次性，说明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够。交流过后教师还缺少必
要的梳理，如果能够随着学生交流的不断深入，在学生的头
脑中形成这样的印象，即：课题中的“美丽”不仅体现在她
的容貌上，更体现在他的伟大成就上，科学的精神上，高尚
的人格上让居里夫人的形象镌刻在学生的头脑当中，让文中
的语句活在学生的语言了这样我想就更好了。

如果抓住课文中的这几句话，再结合课文中插图来进行对比，
学生就更容易理解居里夫人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七

“语文，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这是全国著名特级
教师盛老师在一次报告中的结语。是的，静心细想，语文真
的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都说语文咬文嚼字，我看语文韵
味无止境。

盛老师阐述：教学应走向和美，和美是语文的哲学基础，也
是一分为三的哲学，是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这样的境界不
是一个教学三两年就能达到的。所以当听到这样教育观是，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老师就应如此。内功实在是深厚，心思底
里的敬佩油然而生。

盛老师从《跨越百年的美丽》一课中，完美的阐述了她的和
美思想。从读读、说说、再写写，达到用笔思考，用笔说话，
练笔方有收获。盛老师还阐述了和美语文的教育思想——融
通。其中在雅俗共赏的讲解中，她把美传达为：阳春白雪之



美，下里巴人之美。

这样好看又实用的两极之美，的确是让老师和学生都收获甚
深。她的课堂力争让每个孩子都能触碰到心灵。降到每个孩
子都能触碰到的高度，还真实的现实给学生，不喊高调，不
喊口号。这种人文的融通也是让我们学习不少。

盛老师说：“语文，经历着脱变的煎熬，在寻路的艰辛中望
穿秋水。”语文的路还很长很长，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们
能做到多少？我在深深地问自己：静下心来，做好自己能做
好的一切，力争问心无愧。

跨越式跳离教学反思篇八

《跨越百年的美丽》是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文章。全文以“美
丽”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居里夫人跨越百年的 “美丽”，
这种美丽既来源于她端庄的容颜，也来源于她用生命和信念
换来的“镭元素的淡蓝色荧光”，更来源于她献身科学，不
惜用生命作代价所追求的人生之美，以及淡泊名利的人格之
美。这篇课文跨度大，内容多，篇幅较长。尤其在材料运用
上与同类文章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课上完了，感觉以下几个
地方自己还比较满意：

一、目标清晰，重点明确

这个单元的重点是“科学精神”，本课的重点是读懂居里夫
人的精神，领悟“跨越百年的美丽”的含义。为了让学生充
分感受居里夫人的科学精神，我以“美丽”为主线，引导学
生深入走进文本，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她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
献，以及伟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文章中
含义深刻的句子,用有感情的朗读来表达出学生的感悟和体会,
最后再联系全篇探讨课题的内涵，懂得这种美丽不仅跨越百
年，而是一种永恒的美丽。进而真正明白“跨越百年的美
丽”的深刻内涵。



二、渗透学法，深度思考

这节课在学法上，着力点在于教给学生理解含义深刻句子的
方法，结合课文，我通过让学生抓住关键词语、结合背景资
料、联系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深度
思考，从而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句子中所蕴含的人物
品质。例如，学生汇报的第一个比喻句，理解起来有点难度，
开始学生说的全不对，后来我让他们联系上下文体会寻藤问
根到底指的是什么?从上文中学生很快就明白了指的是放射性
和镭。再比如描写居里夫人成就的那个排比句，如果单纯让
学生理解“什么是计量单位、什么是科学定律，什么是里程
碑”，学生肯定说不出来，于是我采用让学生介绍背景资料
的方法，再通过引读加深，这个句子的真正含义就迎刃而解
了。

三、删繁就简，开放课堂

对于这样一篇长课文，要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的面面俱到，
显然一节课完不成教学任务。于是，就得舍弃。这一课描写
居里夫人外表美那一部分我通过导课一带而过，描写居里夫
妇对话那部分因为不是重点，也没涉及，检查朗读全文也不
现实，所以，只能删繁就简，抓住几个比较重点的句子进行
指导，再通过让学生观看居里夫人的讲话，谈自己的人生观;
面对居里夫人的成果，说说自己的看法等，来开放课堂，深
化情感。欣慰的是课堂上有许多生成的东西。

四、吃透教材， 点拨到位，。因为课前我对教材内容了然于
胸，对居里夫人的“美丽”有了深刻透彻的理解，所以在课
堂上对学生的发言能及时进行总结与点拨。最后引发对主
题“美丽”的提升，使学生对课题有了更深入地理解，从而
突破重难点。

但整个教学过程，也有许多地方让我感到很遗憾。



1、内容容量过大，仍然有想求完整的心态。所以没有给学生
留更多时间阅读、思考、表达。

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课堂节奏应该按着学生课堂的发展韵律来
把握，可是一到上公开课的时候就又犯了毛病，所以课堂上
感觉给学生的时间太少了。有许多同学想说，想读，但因为
怕时间不够，没给他们机会。为此，我觉得如何创建一
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是我们教师目前确实值得深
思的问题。

2、这节课虽说在自主学习时，学生有在书上写批注的，但那
批注还不够深入。从学生回答中就可以看出，都是一边想一
边说。平时也存在这种情况，让学生预习时，学生总是应付，
在书上简单批注几句话而已，大部分学生都没有真正走进文
本。我想阅读教学如何无痕地做好“读”与“写”的链接，
这是我一直感到迷惘的地方。

3、由于总担心时间不够用，所以对课堂还不敢大胆的放开，
整个课堂，教师还是引的太多。

4、 面向全体，做得不够。这节课虽然大部分学生都发言了，
但对于一些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关注的还不够。

总之，对于语文教学，什么样的模式符合课改，什么样的模
式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我一直都感到很迷茫。就这节课
而言，肯定还存在着许多我没有发现的问题，也一定存在指
导不到位、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敬请各位领导老师多提宝贵
意见!我一定虚心接受!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