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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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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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篇一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动脑、动口、动手
参与到整个综合实践活动中来，教师万不可越俎代庖，一手
包办。在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过程中，教师不能把综合
实践活动的实施当做一个执行的过程，更要结合学生特点、
学校实际有创造性的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另外，在指导
中要悉心耐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对学生的评价中，
以过程为主，以鼓励为主，让我们的学生充分体验到成功的
乐趣。

我开展了“美丽的家乡——市”综合实践活动课后，学生对
家乡——的变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了的风土人
情、旅游资源。我就进行了一次班队的活动，以《美丽的家
乡》为主题作了一个画展。通过实践活动，让我发现学生的
巨大能力资源。在活动过程中，学生的收集、分析资料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想象能力等都得以锻炼和提
升。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
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方面，他们的进步特别的大。

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篇二

我家住在富春江的南边，我与父母乘上小舟，来观赏富春江
美丽山水。



富春江的水，每月的初三十八，平静的水面就会泛起层层涟
漪，并且江水猛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每到初三十八那几
天，就会有一些潮水涌上富春江来，潮水从水底上来，水面
便会泛起波纹，江水也跟着猛涨起来了。有时，富春江的水
草与沙石。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有小鱼在奖励欢快地游
来游去呢！水面波平浪静时，两岸的高楼似巨大的竹笋，倒
映在水平如镜的富春江上，显得格外静寂。夏天，我与小伙
伴们来到富春江玩耍、游泳，我们用脚拍打着水面，宁静的
江水泛起了微波，反射着太阳闪耀你的光芒，就像铺满了片
片碎银。

富春江旁有连绵不断的十里排门山，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群山连绵起伏，好似奔腾的绿色涌浪，而那涌得很高的浪头
有时被棉花般的白云包围着，若隐若现，像一张绿纸上画了
几朵洁白的花，纯洁、优雅而高峻雄伟。富春江边还有高塔
顶立的桐君山，遥望它，如同拔地而起，山脚似乎与水相结
合，碧绿的江水与翠绿的桐君山，分不清哪个是山，哪个是
水，真是山水融为一体啊！桐君山虽不是十分陡峭、兀立，
但在山脚下仰视那连绵起伏的山势，如同一个身穿绿衣的巨
人屹立在眼前。

这样的山伴随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城镇，在这
样依山傍水的美丽风景生活着，真是人生一大乐趣！

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篇三

《家乡的风俗》是统编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习作。
本单元以“民风民俗”为主题，编排了《北京的春节》、
《腊八粥》、《三首》、《藏戏》四篇课文，这些课文体裁
和题材不同，但都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能让学生充分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传
统习俗蕴含的人情美、文化美，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分清内容的主次，体会作者是如何详
写主要部分的”，这是在学生已经学习过的如何把握文章的
主要内容、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等要素基础上的延伸。本
单元的课文详略安排得当，中心突出，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
学习范例。因此，在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教学后，抓住每
一次小练笔的机会，引导学生仿写片段，为单元习作打好基
础。

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相比，和学生交流少，不好掌握学生的
习作内容。我把画《家乡的风俗》思维导图作为重点，指导
学生整体构建，进行框架思维。防止学生下笔千言，离题万
里，反复修改浪费时间。

网上习作教学，担心学生听不明白，我把思维导图的要求比
在学校简化了（事后证明我低估了学生），网课中指导学生
依照《家乡风俗》习作要求选择内容：介绍一种风俗或写一
写你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根据选择内容画中心图，确
定题目和习作结构。学生思维导图交上以后，有的学生画得
很好，还用上上学期老师教的方法，画出较清晰的习作脉络：

1.脉络支离破碎形。学生把开头、经过、结果作为主枝，分
别列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生思维没有形成块状、结
构性的思维，虽能文章知道怎样写，但不能形成整体思维。

作业指导：我以此为例，先表扬了学生构图美观，字体工整，
还写出了习作的文体，可以看出此学生学习态度认真。但把
开头、经过、结尾分别列出主枝，把习作的结构割裂开来，
不是一个整体。这样写就像一件半成品的衣服：有领子、有
袖子、有衣襟……但都是一片一片的摆在那里，不是一件成
品。我们要把他们缝起来，做成一件衣服。改正措施：要求
学生用整合结构的方法修改习作。学生修改后，如下图，能
清晰看出习作的结构。

2.脉络平行线形。学生知道怎么写，但经过不会概括、词语



归类不清。造成段落线平行。

作业指导：习作就像一串葡萄，枝上有许多分枝，这样的葡
萄长得很多，很好吃。葡萄分支多得地方，就是习作详写的
地方；分枝少的地方，就像习作略写的地方。接着展示《腊
八粥》结构图为例，给学生讲分枝的特点。

改正措施：习作结构必须写成三级分支。修改后，学生能清
晰画出习作脉络。

这次习作教学，如果在学校，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
为老师在讲的时候，会直接在黑板上板书。就是学生出错，
也会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问题，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重新返工。
我想，在下次习作教学中，我会画出审题、文体、选材、题
目、构思的主枝，指导学生深入思考，画出二、三级分支，
为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篇四

在我的这堂课上，有位小男孩在读课文后，我问他：“你认
为你读得怎么样？”那位学生也很老实，摇摇头说：“不好。
”还让他请一位自己认为读课文不错的学生来朗读。恰恰这
位被请的学生有个地方读错了，好些同学都在笑他。那位同
学脸都红了。这时我随机应变，马上抓住一位笑得最大声的
女孩子，故做糊涂地问：“你为什么笑啊？”她说：“他哪
个地方读得不好。”我马上有追问：“那你能读好吗？”使
得刚刚的笑声，变成了一阵学生对学生的朗读评价声，我觉
得我能抓住这点细微的东西，让它碰发出智慧的火花，还是
值得探讨的。

我根据低段孩子形象思维比较丰富的.特点，在课上大量运用
了形象的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和说话，这样就降低了说话
的难度，使更多的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说话中来。比如在学习
第二段的时候，我让学生学着“那么……那么……”的句式



说话，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我就利用几
张形象的图片，给学生们创造良好的说话情境，使得孩子们
也有话可说。另外，我在课前安排的家乡图片的欣赏，也是
唤醒学生对美的感知，从而激发起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
感。

新课程是一门永远也学不完的课，课程改革为我们带来的新
的教学理念，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我认为，凡
是学生能够探索出来的，教师决不替代，凡是学生能够独立
发现的绝不暗示，让学生从生活、活动、思索、合作交流中
学习，尽可能多给一点思考的时间，多给一点活动的空间，
多给学生一点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多一点创造的信心，
多一点成功的体验。

家乡的古塔教学反思篇五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中我让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段
落读一读，学生非常高兴，显得兴趣极高，但让他说说为什
么喜欢时，显得有些词不达意，或干脆哑口无言。说明这个
问题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只读了两三
遍，生活经验不丰富，还不能深刻的理解课文，必须反复朗
读课文，理解词句意思，并结合课文插图，全方位理解课文。
指导朗读重点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那么……那么……”
这种句式，表达了小朋友喜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二、结合学生实际，让学生联系实际理解课文，能让学生在
直观、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能更全面、
更深刻地理解课文，也能更好地记住课文内容，理解平坦、
宽广的`意思，想想我们平时能看到家乡的边吗？让学生通过
实际和课文的对比，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家乡比书上写得更美，
物产更丰富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三、在上这篇课文时，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课件，没能向学生
展示无边的大海，苍翠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高楼林



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如果有这些生动的画面，学生一定
会更深刻的理解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