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篇一

《梦圆飞天》这篇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生动详细地记叙
了“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首次飞行太空的过程，
表现了中国人民实现飞天梦想的无比喜悦与自豪。

《梦圆飞天》是一篇通讯报道，报道了我国的“神舟”5号飞
船发射成功的过程，字里行间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
我在教学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从课题入手，课堂抓好朗读的
训练，如“人们盼望已久的、凝结着中国人民心血，寄予着
中国人民飞天梦想的“神州”五号就要起飞时，让学生想象
当时人们紧张的心情，朗读时，强调语速稍快，突出重音，
表现出这种紧张之感。“神州”五号发射成功了，当时人们
是何等的兴奋！“澎湃的激情、胜利的喜悦和无限的自豪”
是并列的三个简短的分句，朗读时，要学生注意读出节奏感，
读出内在的一层比一层更强烈的思想感情。创设情境，训练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感受送行场面严肃而热烈的气氛，发
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壮观情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自己在教学时还没有完全地融入到文本中去，还没达
到“文”“我”合一。

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篇二

一、用我的激情激发学生热情。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激情很重要。用你的激情点燃学生的情
感之火，让学生情不自禁中走进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在学生充分读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热情。

本课教学重点应该是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
的喜悦之情和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破这一难点，学生
的爱国情怀更容易点燃。所以我让学生充分诵读描写“神
舟”5号发射成功的句子，想象并体会当时扣人心弦、激动人
心的发射场面。读后我旨在要求课堂告别繁琐的讲读，为了
体会发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可以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
活经历谈谈你什么时候也会心弦绷得紧紧的？继而引导学生
此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紧张？（是的，此时的我们除
了激动、自豪更有一份期待、祝福）所以当“神舟”5号发射
成功时，我们的心情会怎样呢？这样顺理成章地解读15小节，
学生感受得更加深入了。读的时候更加动情了！

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篇三

学生分析：

由于传媒信息常侧重于西方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宣传，学生对
传统文化不太容易感兴趣，加之对于石窟艺术、佛教知识知
之甚少，所以要理解和感悟到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以极其赋予的审美感情和审美理想，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师
要准备大量的相关信息，并用各种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才能使学生有所收获。

设计理念：

1、强化本节课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让学生将这种兴趣转化成
持久的情感态度，培养其对祖国优秀美术传统的热爱。

2、以活泼多样的课程内容呈现形式串联知识内容，发展学生



认知、分析、理解、总结的综合学习能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飞天艺术，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2、过程与方法：收集资料，讨论、分析，欣赏作品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和学习能力。

3、道德情感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热爱祖国优秀美术传
统。

教学重点:

了解飞天的艺术特点，掌握飞天的基本的创作技法，并试着
用线条临摹或创作一幅飞天作品，表现出飞天的动势。

教学难点:

用线条临摹或创作一幅飞天作品，表现出飞天的动势。

课前准备：课件、水彩笔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欣赏导入。

1.欣赏《敦煌》片断。

2.提欣赏要求：师提问：飞天美吗？美在那？

3、学生边看教师边介绍飞天：

飞天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艺术形象。飞天在我国石窟艺术
中，他们是优雅、美好的化身，千百年来一直为大家喜闻乐



见。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
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
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
受。

4.学生谈飞天的美。

5.教师总结：是呀，我们中国的飞天是不带翅膀，不生羽毛，
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而是凭借人物的动态，飘曳的衣裙，
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的。飞天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古代艺术家到底用了怎样的艺术手法
表现人物飞翔的样子的。

二、欣赏和思考（小组交流）：

1、课本中的飞天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2、画中人物飞翔的姿态是如何表现的？

3、飘带与人物动势有什么关系？

4.学生汇报研究结果，边汇报边欣赏课件，分析飘带与人物
动态的关系。

6.学生摆人形纸模，提醒学生注意动态。

四．做画步骤：

1、画飞天的大形。

2．添画飘带衣裙。

3．添画背景。

4．上色。



四、学生做业，教师巡视指导。

用线条临摹或创作一幅飞天作品，表现出飞天的动势。

五、课堂小结：

师生共同欣赏学生作品，感受飞天的美感以及线条的感染力，
鼓励学生继续练习，画出更好的作品。

六、拓展；

1.课件欣赏：奥运会开幕式的飞天、春节晚会节目飞天、油
画家曾浩的油画作品。

2.师提问：设计灵感来自哪里？生：飞天。

3.今天老师从你们的作品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创意，看到了各
种现代派的飞天，老师想说你们的创意让我自豪。

说教材：

本课属于“欣赏。评述”领域的学习内容，飞天是敦煌艺术
的标志。敦煌地区约500多个石窟中，都绘有大量的飞天形象。
这是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飞天艺术的成就，
发展创作出来的敦煌飞天形象。这些飞天的造型婀娜多姿，
形态各异，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喜闻乐见。能过欣赏、表现
飞天的形象，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的表现方
法，感悟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
增强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了解我国古代艺术作品中飞天的表现手法，感
悟传统造型艺术的魅力。



2、情感目标。感悟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劳动人民的创
造才能，增强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及民族自豪感。

3、能力目标。引导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探究交流，培养他们的
合作探究意识。通过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教法学法及依据：

教法：1、情景教学法。教学中教师用谈话的形式为学生创设
了导游情境、故事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通过古典音
乐的动人旋律，生动的飞天图片，丰富学生的视觉体验。

2、赏析教学法。赏析品味祖国传统飞天作品，加深学生对作
品的理解，提高学生对艺术的鉴赏能力。

学法：1、探究法。其实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要教学中，紧抓教学中的疑难问题，设置相关的启发
性提问。

2、自学法。由于学生对飞天缺乏感性认识，通过学生欣赏书
中的飞天图片，解答相关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情境是学生学习的源泉。新课开始之前，我创
设了游戏情境，让学生用开火车的形式摆人体纸摸型,激发学
生探究兴趣。

2、追溯历史，交代审美背景。每种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有其
相关的时代背景。交待飞天艺术的来源，更有利于学生理解
这种艺术形式的内涵。教师通过创设故事情景，学生边看动
画教师边为学生讲述飞天的由来：飞天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
教艺术，在印度神话中，是云和水的女神，在佛教中是乾闼



婆和紧那罗的化身。乾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意译为
天乐神。他们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是一对
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乾闼婆的任务是
在佛国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飞翔于
天宫。紧那罗的任务是在佛国里奏乐、歌舞，但不能飞翔于
云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相混合，男女不分，职能不分，
合为一体，变为飞天。通过飞天由来的讲述，让学生理解古
人用飞天表现超脱凡尘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

3、设立交流空间，提高审美能力。欣赏感悟后的交流环节，
是师生共同研究、共享资源、共同提高的过程。通过学生间
的交流，教师的总结,图片展示,让学生体会飞天的艺术特色，
进一步深化了学生对飞天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了学生的
审美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解决本课的重点内容,从而实现教
学目标。

5、情感激励，升华审美体验。同学们，敦煌飞天，经历了千
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
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
们。学生欣赏课件：奥运会开幕式的飞天舞、08年春节晚会
节目舞蹈飞天、油画家曾浩的`油画作品。在此飞天不仅仅是
一种艺术，它更是一种精神，带着这种精神我们伟大的中华
民族真正的实现了它飞天梦，神州七号上天课件。飞天的形
象,应该说她们已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今天老师从你们的作品中
也看到了你们的创意，看到了各种现代派的飞天，老师想说
你们的创意让我自豪。

一位外国艺术家说过：“艺术只能诱导不能命令”。也就是
说美术欣赏要让学生自己发现美，只有自己去发现美才更有
趣。然而鉴于美术欣赏本身的意义和学生审美心理的可塑性
等特点，小学欣赏课必须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并积极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审美观，提高学生
的欣赏水平。因此，在《飞天》一课中我是这样处理教与学



的关系的。我致力与以下几个方面让学生动起来，用艺术的
眼光去欣赏，用自己的心灵去发现美表现美。

一、动眼观察

审美能力是潜移默化的，通过让学生欣赏飞天的动画，以大
量的飞天图片激起学生欣赏的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
有目的的欣赏，如在欣赏飞天的美时，重点让学生体会飞天
的姿态美、飞动的美。通过提问：

1、画中人物飞翔的姿态是如何表现的？

2、飘带与人物动势有什么关系？等问题让学生对作品内容美
术语言的仔细观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

二、动口评述

学生不但要学会欣赏还要学会评述，在本课教学中，我设计了
“重点内容古人是如何在平面上表现人物飞动的样子的，让
学生小组讨论解决重点，然后我再根据学生的情况有重点的
演示讲解”这一环节，要求所有学生在组内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由一人汇报。

三、动脑诠释

动脑诠释是学生在动眼观察、动口评述的基础上，开动脑筋
诠释所画形象其

主观的诠释须根据眼见的事实。例如在演示画飞天时，用许
多可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头发、五官、衣裙可以画成这样
也可以画成那样。

四、动心体验

动心体验是对作品造型、构图、线条、色彩韵味等进行体验。



在整堂课的教学中我努力的为学生创设自主参与的情景与氛
围，让学生在情景中体会飞天的美。

由于本堂课的教学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眼、口、脑、心，让
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全方位都动起来了，帮助学生发现理解了
作品的内涵，发挥了学生主动学习的主体地位，有效提高了
教学效果。

反思教学过程，感觉自己让学生，讨论的时间较多，展示交
流作品的时间相对少了些。

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篇四

《梦圆飞天》这篇富有时代气息的课文报道了我国的“神
州”5号飞船发射成功的经过，抒发了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豪
情壮志。整篇文章语言生动准确，充满喜悦与自豪。教学重
点是着重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感悟梦圆飞天的喜悦之情和当
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因此，在教学时，我紧紧抓住本文的
重点词句，通过反复朗读理解文本，感受语言魅力，点燃学
生心中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在“成功发射”这部分的教学中，我让学生充分诵读描
写“神舟”5号发射成功的句子，抓住“一秒一秒地逼近”、
数字等关键词语，想象并体会当时扣人心弦、激动人心的发
射场面。我还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你什么时候也
会心弦绷得紧紧的？继而引导学生此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如
此的紧张？我还设计了这样的情境：当你来到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时，看到“神州”5号马上就要发射了，你此时的心情怎
样？学生都说很紧张，我又让学生把紧张的心情说具体。学
生说“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呼
吸声”我又引导学生用比喻的方法，学生说“我的心像一只
兔子砰砰直跳”。体会了紧张的心情后，再让学生读，感情
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



在讲读第十五自然段时，我创设了一个情境——老师是新闻
记者，学生扮演总指挥、杨利伟的儿子、观众、战友等角色。
让他们换个角度谈谈，当看到“神州”5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心
情如何？更进一步点燃了学生心中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以读代讲，通过重点词句，品味语言的魅力，共抒爱国豪情，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让学生交流资料，介绍“神州”6号、“神州”7号成功
发射的情况，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并在课后，将学生们收到的资料汇总，
制作成资料集挂在教室里，供学生阅览，丰富学生的航天知
识。

飞天不再是神话教案反思篇五

今天教学了《梦圆飞天》，自我感觉有亮点，也有不足。

根据本文主要教学目标是中国人们实现飞天梦想时无比喜悦
与自豪的心情，我确定教学以读为主；让学生充分地读，减
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课文中有好几个场面都让人印象深刻，
有发射前扣人心弦的等待场面，有发射成功后激动人心的场
面等等。要想让学生能对课文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应
该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
比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发射前紧张气氛那一部分时，学生联
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比如什么时候也曾有过“心弦绷得紧紧
的”、“似乎可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只有让学生充
分地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才能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本课教学后，感到教学设计中，老师的提问、朗读指导都对
学生的牵制太多了，学生始终是被老师牵着鼻子走，少了主
动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