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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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篇一

由于这是篇精读课文，在本课的设计上我重点抓了“读”这
一方面，三分文章七分读月的是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教会
学生如何有感情地朗读一篇文章的方法？“太阳好像负着重
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
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

巴金先生把日出的雄伟壮观及他对日出美景的赞叹之情都倾
注于笔端，融人这段运用了拟人的描写当中了。旧我想，学
生面对这样一一个句子，要真正读懂它，感受到日出的壮观，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课营上。我先指名读课文中的某些段
落，接者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通过读让学生去品味作者语
言的优美，去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底，去领略大自然
的美好景象。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篇二

《海上日出》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巴金的《海上杂记》，是作
者1927年1月从上海乘船赴法留学，途径红海观赏海上日出奇
景后写下的`观感。这是一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短小凝炼、
精湛优美的抒情散文。教学时，要抓住课文的特点，通过
探“实”、“现”、“形”、“寄”、“情”、“赏”、“奇”，
再观作者的艺术形象，从而净化字里的感情，陶冶字里的情
操，美化字里的心灵。对这篇课文教学的思考是：



我也重点抓了“读”这一方面。课堂上我安排了自读和范读
等，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教会学生如何朗读一篇文
章的方法。课堂中，先是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再指名读一读
课文……整堂课自读有学生自由的读，有学生尝试的读，有
学生合作的读，有老师有层次指导的读，有在音乐配合下的
有语气的读。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课堂上没有繁琐的分析，
有的只是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通过读让学生去品味作者
语言的优美，去体会作者潜词造句的深厚功底，去领略大自
然的美好景象。

最后教师或学生边诵边背全文边配放乐曲，使全体学生轻声
跟读，在学生脑海中留下“海上日出是伟大的奇观”的烙印。

在引导学生对课题和首段的分析之后，可采用“潜底反浮”
的散法，直插尾句“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这牵一发而动全
文的句子，引导学生理解“这”和“奇观”各指什么。接着
指出：海上日出究竟有什么“奇观”呢？用这个悬念把学生
的思维集中在“奇观”上带回到课文中。

围绕“奇观”引导学生品词嚼句，再现“奇观”之形，是这
篇课文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中要抓住的一个特点。教学时
应把握好几点：

1、引导学生在“动词”上着墨，想象太阳上升时形状及过程。

2、引导学生在“红”字上着笔，感悟颜色的可爱。

3、引导学生在“亮”字上落笔，体会光亮的变化。

教学时要引导学生联系课文，从这幅日出图得出：太阳都使
劲上升”、“冲破”云彩，突破“黑云”把光亮送向大地，
进而引导学生体会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都熔铸着作者对光明向
往的浓重思想感情。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篇三

读的设计要有层次，第一遍读要读正确，读后验收过程中要
有指导。本课教学时我把要认的字“霞和范”拿出来，由字
形、字音到字义，认识这两个字，会读、会写，然后结合句
意进一步理解真正明白“红霞、云霞”的意思，并借助这个
生字的识记，指导读熟文章的二三自然段，也就是晴天日出
的情景。第二遍读是指名按自然段读，这次读就是要读流利。
第三遍读是默读，让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边读边思考文章从
哪儿自然段到哪儿自然段写海上日出过程的。这次读目的就
是要孩子们逐渐学会理清文章层次。如果说前三读是基础的
话，那么以后的读就应该是深化和升华了。

精读的设计我重在抓住文章内容教学生去体会感悟。晴天日
出部分学生自由读，默读，我又进行了范读，这样读过之后，
我请孩子们自己谈谈日出的过程给自己留下怎样的印象，孩
子们抓住“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地，一纵一纵地，
使劲儿向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
颜色真红的可爱。”这两句话来理解。孙豪基说从“使劲儿
向上升”体会到太阳在不断的努力。王冰玉说从“终于”看
出太阳升起的艰难过程，不付出努力是不会有成功的。高梦
洁说：“太阳升起好像在催我们进步”。孩子们各抒己见，
这时候我及时补充巴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告诉孩子们，巴
金老先生不仅仅在写太阳升起，一切景语皆情语，它是在告
诉我们什么呢？读过有云时日出的部分，你会有更多的感悟。
于是孩子们立刻进入读书状态，陶醉在有云时海上日出的奇
异景象之中。薛雅琪说：“连我自己也成光亮的了”，是被
日出的美景陶醉了。宁亚茹说：“太阳慢慢透出重围那一刻，
是在告诉我们乌云遮不住太阳，沙子掩不住金子，是金子总
会发光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说：“孩子们你们体会的
真好，你们真会读书。是的，海上日出这伟大的奇观，确实
是催人奋进，它似乎在告诫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
理想就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懈努力。此时我出示两个成
语“旭日东升、如日中天”孩子们这两个带日字的成语一个



是说太阳刚刚升起，就是形容我们孩子们个个如初升的太阳，
充满了希望；一个是形容成年人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孩子
们让我们在走进美景领略奇观齐读晴天日出过程的部分。

这节课结束了，我无意中发现王超磊的语文书上竟然把我讲
课的要点都仔细地记了下来。我很意外。他最后这样写
的“让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放射出自己的光
芒。”

看到孩子们的生成后，我又在告诫自己，读是语文课的血肉，
而思考才是语文课的灵魂。读重要，想更重要，一定要触动
孩子们的心灵，让我们和文本更要和孩子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篇四

终于上完了《海上日出》。由于是新学期的第一篇课文，彼
此之间的习惯还不太熟悉，所以不是很顺利。单是指导读课
文，记不清化了多少时间，两节语文课基本上都在读，每天
的早读时间也在读。先是范读，再是一句一句地领读，后来
又是当堂背给学生听……虽说读书要强调理解地读，这样才
能做到有感情，但我觉得有时候形式也是必要的。这也是我
们班的实际情况。学生来自好几个地方，最麻烦的是有些农
村孩子，他们的朗读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整篇课文一个调子，
没有根本轻重快慢的变化，特别是该读轻声的地方，不知怎
么的，不但不轻，反而读得特别重，倒也是别有风味，常常
惹得同学阵阵欢笑。我没有丝毫责怪他们的意思，学生的笑
声也是善意的，我只是越加觉得肩上的分量。

重朗读重吟诵，是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叶圣陶老先生把
朗读称之为“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
的时候传达出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
而且能与作者心灵相感通了。”散文大师朱自清认为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其意义的获得，一半在声言里头。“先由教师
泛读，后由学生跟着读，再由学生练习着读，有时还须背



诵”。不错，三分文章七分读，特别是像《海上日出》这样
文质兼美的课文。

教学《海上日出》，除了让学生好好地读，我都想不出还有
什么更好的方法。不读简直就不算学，不读就不能领悟文章
的要义。抑扬顿挫的语调，声情并茂的情感，起到一种先声
夺人的效果，在深情的“美读”，学生自然而然体会到了海
上日出的美景和作者思想感情。

课文后面有四个思考练习题，第一个“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
诵课文”和第四题“把你喜欢的词句抄下来”我没什么意见，
第二题要求说说描写了海上日出的哪几种景象和“这不是伟
大的奇观么”一句表达了怎样的感情纯属多余，可以不要。
第三题摘录了四句话，“（1）转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
了一道红霞”……要求说说这些句子那些地方写得好，好在
哪里。呵呵，自己去体味吧。

四年级语文《海上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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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日出教学反思篇五

本次课教材内容——学习使用flash软件制作一个海上日出的
动画。

在本课教学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在以后的教学中借鉴的：

1、在教学中采用“课本自学”“质疑提问”的方法，让学生
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培养他们
的自学能力。同时提供合作协助的渠道，实现先后促进共同
进步。

2、对于重难点的突破，采用学生发现问题，自发地去探寻解
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在观察学生学习过程中抓住几个难点作
为突破口，精讲重难点。对于一般性难题，可以采用甄选答
案集思广益的办法让学生帮助解决。一来可以活跃课堂氛围，
二来可以激发学生不断探索的欲望，还能更好的搭建学生之
间交流的平台。

3、评价的方式多样化；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作品作出合理评
价，评价的语言多样，学生在不同的评价中感受到了成功的
喜悦！

4、做到真正的精讲多练；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的课题设
计把大部分的学习时间留给了学生。对于问题，教师采取集
中讲解，集体群策群力一起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节约了时间，
效果也很不错！

不过在整个教学中还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改进的：

1、对学生情况分析还不足；

虽然通过其他班级的试教发现了不少问题，但是对于上课
（上课对象）班级的学生基础估计不足，导致上课进程跟预



想有差距。

2、学生评价交流意识还需加强；

学生在课堂中对别人的作品关注度不够高，分析原因：还是
教师的引导工作做得不够，没有特别的针对学生的共同评价
去预留时间和空间环境，致使学生不能合理发挥出交流的能
力。

以前在观看电影《爱在舞动》时看到男主角在演讲时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现场表演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学生）时，我真
的非常感动。我想到我如果面对一群学生无精打采的学生时，
如果我也能做到用实际的东西去征服他们，那么我的课堂也
会变得精彩。

在这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准备了一段自己在海边看日出的
影片，很遗憾，由于对学生基础的估计不足，这段影片没能
完整播放。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起点，起码从现在开始，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和准备。那么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
把更多的生活与课堂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
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