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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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篇一

《观潮》是四年级上册第一课，课文写景为主的散文。文章
语言优美，词语丰富，句子变化错落有致。特别是“潮来
时”一段，把钱塘江大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读来令人如临其
境，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本课我主要通过学生的读来读懂、理解课文，感悟语言文字
的美和大潮的雄伟壮观。如在读、议、品的环节里，我始终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学生喜欢哪句我便导哪句，打破传
统的教师教，学生听的模式，而改为学生学，老师导，充分
体现学生主体性，教师主导性。教师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组织
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在训练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

为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服务。这堂课我还采用了录音和录像
手段。首先播放江潮来时的录音，有闷雷滚动的声音，也有
山崩地裂的响声，让学生想象，说说自己听到了什么，达
到“入境”的.效果。接着播放潮来时的录像，第一次整体观
潮，对大潮先有感性认识；第二次结合有关语句相机观看录
像，让学生感受观潮时的气氛，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
第三次让学生边看录像边背诵，既帮助学生理解，又能促进
记忆。可以说，这节课的情境教学法落到实处，也达到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

这堂课略显不足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气氛跟平时的课堂相
比还显得不够活跃，除了客观的原因外，我想我的教学感染
力还有待于提高。



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我校继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达标课验收，我于周二下
午讲了一节课，现就这节课进行一下反思。

上完《观潮》这一课后，我在思想上很深的启发和感受。认
真反思，确有许多遗憾之处。我想这些新的认识和感受对在
今后的教学中定有新的突破。

《观潮》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散文。文章语言优美，词语丰
富，句子变化错落有致。特别是“潮来时”一段，把钱塘江
大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读来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
其景。回顾整堂课的教学，这堂课在教学中主要体现出以下
一些教学思想：

1、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体现得十分清楚，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了以人为本。整堂课中，几
乎没有对课文的思想内容提出什么问题，主要通过学生的读
来读懂、理解课文，感悟语言文字的美和大潮的雄伟壮观。
如在读、议、品的环节里，我始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
学生喜欢哪句我便导哪句，打破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听的模
式，而改为学生学，老师导，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教师主
导性。教师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组织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在训
练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

2、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民主意识也比较强，经常转换角色，
作为学生中的一员共同参与学习，使课堂气氛更加和谐，学
生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得更加主动，更加投入，学习的
效率也随之得到提高。这样教师转变角色，作为学生的一员
共同参与学习，这种改变一种形式进行朗读示范，使学生感
到亲切，融洽了师生感情。加上我适时地对学生进行鼓励，
使学生愿读、乐读、爱读，极大地激发起学生读书的积极性。
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得到的效果远远胜过常规的读法。这
样的教学方法可称得上独具匠心，效果很好。



四年级语文《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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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篇三

钱塘江江大潮浙江省，真正能到过钱塘江的小朋友很少，能
有幸看到“天下奇观”壮景的小朋友更少。因此，如何让学
生走进文本，感悟文本，真正感受钱塘江大潮的汹涌之威，
咆哮之势，感受到大潮的动态之美是教师教学预设中要考虑
的主要问题。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觉得自己在以下几方面
做得比较成功：

本节课教学的重点是学习课文第二、三自然段，这两个自然
段着重描绘了钱塘江大潮来前的风平浪静与潮来时的惊涛浪
吼形成鲜明对比，尤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潮水由远推近，有
如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教学时，我从整体入手，
先让学生找出文中描写有关“潮”的句子，朗读并感知作者
由远及近的观察顺序和描写方法。在学生初步感知钱塘江大
潮的壮观景象之后，引导学生品词析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惊叹大潮的奇观，然后回归整体，朗读背诵。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我明显地感到，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对钱塘江大潮



的认识逐步加深，赞叹、惊讶之神逐步显现。

在教学过程中，电教手段的适当运用，能创设情景，提供感
知，发展情感，促进理解。在本节课中，对于“闷雷滚动、
人声鼎沸、山崩地裂”的理解，在学生初步了解之后，媒体
配以声音，对“如线的潮、横贯江面的潮、如墙的潮和如万
马奔腾的潮”的句子的教学时，在学生初步感知的基础上，
媒体配以相应的画面，帮助了学生理解，促进了学生朗读，
感觉效果较好。

朗读是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也是检查理解的手段，更是以
文悟道的途径。《观潮》从声、形、色三方面描绘赞美了被
称为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想象鲜明，富于感染力。有感
情地朗读既有助于理解课文，又能更好地受到感染。这堂课
的教学，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读法：课始的教师激情朗诵；
课中学生的自读和齐读相结合；理解后的感情朗读和课尾的
背诵。读的形式多样，以读引思、以读促思、读思结合，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语文课永远都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永远都拥有残缺的
美丽。下课之后，我总觉得在品词析句的时候处理过于琐碎，
有损于对课文内容的整体把握。

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篇四

从整堂课的教学可以看到，学生通过充分读，实现了在读中
自学，读中自悟，读中自得；通过自己领悟，激发了学生的
思维和情感体验；通过自由评，使学生的参与意识，学生的
主体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学生不仅读懂了课文，而
且体会到祖国山河的壮丽，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之美。

总的来讲，本课教学目标基本达到，不足的是在前面的读、
悟、品的.环节中耗时过多，积累语言这一练的环节因时间把
握不够，如一词多义等的训练就稍显不足了。另外，课堂上



学生的学习气氛跟平时的课堂相比还显得不够活跃，除了客
观的原因外，我想我的教学感染力还有待于提高。俗话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通过这次教学，有满意的地方，也有
不足之处。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弥补我的不足，尽全
力给学生上好每一节课。

在对本节课的教学实践与效果进行回忆对比后，我认为有以
下几点值得探索与反思：

1、《观潮》一文是以写景为主的散文，语言优美，词汇丰富，
把钱塘江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
见其景，为了让学生更能入情入境，课前要求学生搜集有关
材料，并用录像引入课文教学，激发学生兴趣。

2、“潮来之时”的景象是全文的精华。教学时我采用变序教
学方法，直奔重点，突破难点。为了加深对一部分精彩语言
的理解和记忆，我帮助学生在理解和辩析重点词句的基础上，
深入体会潮来时的声间和气势，注重朗读，做到读中悟，悟
中读。

3、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实现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着眼点。本节
课先让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小组合作探索“潮水从远处涌来
的形态和声音是怎样变化”这个问题，并要求学生画一画，
读一读，在不明白的地方打问号等，学生在合作中体现了组
内合作，组外竞争的探讨氛围，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

4、课堂上把时间还给学生，给予学生思考问题，朗读课文的
时间，耐心等待学生思维的结果，同时，延缓教师对学生的
评价，把评价的权力还给学生，鼓励学生尝试和探索。最后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实践活动，让学生当一回讲解
员，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深化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5、值得探讨的问题：



小学语文观潮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点如手：首先，语言奠基，想象基奠。
在教学前，我在黑板上抄写了大量名人写得有关钱塘潮的名
诗句，有范仲淹的“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杜甫
的“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李白的《横江
词》、孟浩然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七绝·观潮》
等。在孩子们各种方式的读后，我说：“你们一定知道这些
诗句是描写什么的。”他们点了头，我让他们说出来。随机
板出——钱塘江潮。生活在海边，对潮涨潮落不陌生。其次，
以读贯穿，想象感悟。读始终是语文课堂的主角！语文课程
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
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