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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各具特色的民居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各具特色的民居》一课后，回顾课堂教学，我发现
不少问题：

一、忽视了对朗读内容的设置与指导。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教学前，我只是对本课
的课程标准进行了大致研读，见课程标准中没朗读指导要求，
而本课又是一篇阅读性的说明文，要求一课时学完成。因此
在备课中，在我指导学习完客家民居后，我就把不少时间留
给学生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如此一来，但语文课的味道淡
了。如果让我对教案内容进行再修改，我一定会在指导学习
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段中的“它们
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分土楼有两三
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
力。”相信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为深
刻的印象。

二、知识迁移不够。

纵观本堂课的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备课要注重实效，深钻
进去，不能只把侧重点放到形式的研究上。但我相信在教学
后不断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各具特色的民居教学反思篇二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我在指导学习完客家民
居后，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孩子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并进行
课外拓展――请女儿当导游解说资料袋中四种民居的特点。
虽然她的.课外知识得到了拓展，但语文课的味道淡了，更像
是一节综合实践课。我让女儿把课文读给我听时，发现虽然
读得流利却没有感情，对各具特色的民居文化并没有感受。
由此我想到语文教学如果少了语言的感受，孩子的心中是积
淀不了东西的！

我深刻地感受到教师备课要注重实质，深钻进去，不能只把
侧重点放到了形式的研究上。相信有了不断的反思和改进，
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各具特色的民居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的文章介绍的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独具特色的
民风民俗。而本课是写我国地方民居的'说明文，介绍了特色
鲜明的客家民居和傣家竹楼。结合本课的内容、写作特点，
倪老师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在通过对比阅读了解民居特色，
学习表达方法。

倪老师先让学生在初读课文通过列提纲的方法理清说明顺序，
再读课文，让学生组成学习小组进行合作学习，梳理民居特
色，并领悟说明方法，填写好表格。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对客家民居的学习，然后让同学们根据我们学习第一篇文章
的学习步骤与学习方法去自主完成对傣家竹楼的学习，同样
自己绘制表格，安排表格内容，完成表格填写。最后通过对
比阅读，让学生说出这两篇短文在说明上所运用的方法，并
体会其作用。

总之，倪老师恰当地运用教学课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上充分体现了“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取得
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各具特色的民居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各具特色的民居》一课后，回顾课堂教学，我发现
不少问题：

一、忽视了对朗读内容的设置与指导。

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也是理解课文内容、体
会思想感情、培养语感的基本途径。教学前，我只是对本课
的课程标准进行了大致研读，见课程标准中没朗读指导要求，
而本课又是一篇阅读性的说明文，要求一课时学完成。因此
在备课中，在我指导学习完客家民居后，我就把不少时间留
给学生自学傣家竹楼一部分，如此一来，但语文课的味道淡
了。如果让我对教案内容进行再修改，我一定会在指导学习
客家民居一部分时加入朗读指导，如第二自然段中的“它们
大多为三至六层楼，一百至二百多间……大部分土楼有两三
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
力。”相信学生会对客家民居的坚固和历史悠久有着更为深
刻的印象。

二、知识迁移不够。

教学让我们既要教学、研读文本,但又还要切实生活实际，让
学生学到更多书本外的知识。

纵观本堂课的教学，我深刻地感受到备课要注重实效，深钻
进去，不能只把侧重点放到形式的研究上。但我相信在教学
后不断反思和改进，我的课堂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各具特色的民居教学反思篇五

《各具特色的民居》选自新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二组课
文中略读课，本组训练重点是：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
民风民俗，体会作者是怎样写出民俗特点的。运用以前学过
的方法，开展调查活动，了解自己身边的民风民俗。根据教
材编排特点及课程标准高年段阅读目标：“阅读说明性文章，
了解文章基本的说明方法”，本文教学我才用了以下思路进
行：

首先，初读课文，读对读通，了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根据
提示：说说客家民居、傣家竹楼各有什么特点，课文运用了
哪些方法来说明这些特点的。自主读书，理清说明顺序。我
将文中的第一段用投影展示：在闽西南和粤东北的崇山峻岭
中，点缀着数以千计的圆形围屋和土楼，这就是被誉为“世
界民居奇葩”的客家民居。以这段话为重点分析通过反复读
体会出“点缀”本意是修饰装点，在这里是说明地区偏僻的
小区，由此学生领悟出这段还用了对比方法，把崇山峻岭与
为屋和土楼加以对比;由“世界民居奇葩”打比方。

接着再读课文，画画批批，体会民居特点。给学生充足自读
自悟时间，认真与文本对话，梳理民居特色，为了能省时高
效，我才用了分组进行的方式：全班分成两组分别整理客家
民居和傣家竹楼。在分组读、议，在相互交流、补充汇报。
在此基础上，我将多媒体用上展示出文中相关内容介绍，使
同学从视觉角度对两种形态的民居有了更加清晰的印象。再
次引导学生细读课文，抓住民居特点，边读边想，课文是怎
样把这些特点介绍清楚的，因为有了多媒体教学的辅助作用，
同学们很快对两种民居特点共同之处加以描述。如客家民居
和傣家竹楼都是使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如：“客家人在
治家、处事、待人、立身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明显的文化特
征。比如，许多房屋大门的正门上刻着这样的正楷对
联……”同样，作者在介绍傣家竹楼的时候，怎样造楼的例
子。在学习过程中，老师要通过适时、适度的点拨、引领归



纳、提炼，加深学生对民居特点的理解和对表达方法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