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月潭教学反思(汇总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一

课文共有五个自然段，依次介绍了日月潭的环境、形状、以
及清晨、中午、雨天的景色。第一自然段有三句话，概括介
绍了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第二自然段描写了日月
潭的形状，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句：“北边像圆圆的太阳，
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写明了日月潭
名字的由来。第三自然段写清晨，日月潭被晨雾包围着，朦
朦胧胧的，景色宜人。第四自然段描写了日月潭中午、雨天
的景色。“太阳高照”、“清晰”写出了晴天日月潭美得明
朗;“蒙蒙细雨”、“轻纱”、“朦胧”几个词语点明了雨天
日月潭美得宛如仙境。在这样的对比中，感受到日月潭不同
时间、不同天气给人们带来的.不同美感。最后一个自然段概
括了全文，赞美日月潭风光秀丽、是旅游胜地。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好插图，看图与朗读结合起来，可以更好
的帮助学生了解课文内容，感悟课文的语言。通过生动形象
的画面，启发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感悟到
日月潭的迷人之处。但是很遗憾，由于课前上不去网，没有
搜集到日月潭的图片，只凭课本上的插图，学生的兴趣没能
大大调动起来，学生的想象能力没能拓展开来，说得也不理
想。

再讲第三、四节时，我请孩子们自由地放声读一读，你觉得
怎么读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就怎么读。让学生在小组内谈想



法,相互交流。共同感受日月潭不同时间、不同天气给人们带
来的不同美感。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了解了课文懂得主要内容，对大尖哥和水社姐降伏恶龙，
救出日月的过程已基本掌握，所以没必要再逐段(第3、4、5
自然段)读讲。《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二学段要求“初步感受
作品中生动的形象”“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体
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我认为，能抓
住关键词句，联系上下文朗读感悟大尖哥和水社姐的形象是
这篇课文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向学生提出要求：“你认为
大尖哥和水社姐是怎样的人?请默读第3、4、5自然段，找出
重点的词句来说说你的看法。”以此为“领”引导学生继续
挖掘文本资源。

不足之处：首先是课堂的驾驭能力还不强，在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热情上还有欠缺;其次是在课堂评价的实施和运用
中，我的评价语言不够丰富等问题。在以后的课堂中要努力
改正。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三

《日月潭》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描写景物的文章,作者以清晨、
中午和雨中这三个特写镜头，展示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
达了作者对宝岛台湾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教学开始，我引导学生从课题抓重点，学生提出很多疑问，
于是我因势利导，让学生通过找一找、画一画、说一说、读
一读等自己喜欢的方法，交流学习这篇课文，同时，在学生
汇报时，以课件形式让学生深入理解感受日月潭的位置、名
字由来、景色(清晨、中午、下雨);在学生品读时，配以优美
的音乐，让学生读中感悟、读中探索、读中拓展，丰富语言
积累。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必
须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因此，我认为教师在确定教学策略时一定要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通过学生的各种感官去影响学生，做到教育无痕，
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四

记得李吉林老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语文教学舍弃了情
感，那么就失去了语文教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教学，必然
走进繁琐、机械、无效的死胡同。这句话给我极大触动，没
有灵魂、没有情感的生命是可悲的；虽有灵魂然而情感麻木
的生命是平庸的；只有高尚灵魂和细腻情感相结合的生命才
是丰富的。所以，作为教者，最重要的是要给学生一个丰富
的生命。在这节课中，我努力地给学生最浓的“情”。

这里的“情”还具体指为学生创设一个浓郁的情境，让学生
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在导入中我利用多媒体为学生精心创
设了“乘飞机旅游，听导游介绍”的场景。这个情境再现的
是儿童生活中的场景，当学生进入了这个情境时，必然会激
起情感，进而激发起对学习的兴趣，从而有助于他们体会到
课文字里行间蕴含的情感。

这里的“情”还具体指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日月潭
之美的赞赏之情。要体会这种赞赏之情，首先要让学生感受
到日月潭之美。于是，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书，要他们从文
中找出自己觉得最美的地方。所以“你觉得什么美？”是我
教育的主线，只要学生真正体会到了美，那么这种“情”就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绕”很美、“许多名胜古迹”也很美。并且学生还能用动作
演示的方法来理解“群山环绕”这个难点词。这时再指导朗
读就使“品”得以深化。教师的示范品读意在情激情中调动
学生的兴奋点，使学生融入文章之中，使教师、学生、作者



三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在“品”中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在
“品”中培养学生的协作互助能力。除了引导学生品读之外，
还利用模具演示的方法指导读。如第二段中对日月潭名称的
来历的理解，就通过拼图的方式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符合
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

小语教学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习语言的实践活动。为使学生
“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教学应是没有强制的活动，
禁锢的要解放，潜在的要诱发，从而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
为了让学生能在课堂中真正地活起来，我做到了以下几点：

１、近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开课导入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
境，让学生扮演小旅客去日月潭游玩，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让学生活跃起来。

２、相信学生的能力，把课堂还给学生。在理解课文的过程
中，重在引导。相信学生能把书读好，一次没有读出来没关
系，让他们继续读，直到能读出来为止。如“日月潭很深，
湖水碧绿。”这句话，刚开始学生只觉着美，可是到底怎么
美却感受不到。这时我就让学生再读，并且边读边看图体会。
果然学生自己通过读、看，感受到了“湖水碧绿”很美，我
及时肯定了他们的读法，并鼓励他们再读看能不能又有新的
体会。于是，学生又通过自己读感受到了“很深”也说明日
月潭美。就通过这样短短的一句话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了读书
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一个结果。这种过程就是一种
活。

新世纪，人们疾呼，要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什么是
真正的语文课呢？我想，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能够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能够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展，能
够让学生获得一定的学习方法，也算是一种真正的语文课吧。
这也正是我在这节课中努力追求的。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五

分以下几步：

1、认读字卡，做猜字游戏，顺便理解清晰、朦胧、仙境等词。

2、学生用自制字卡玩游戏。

3、变换语言环境识字，我特意编了儿歌。

群山环绕日月潭，树木茂盛空气鲜。

高大建筑是美景，朦胧仙境是奇观。

宝岛台湾早日归，全国人民笑开颜。

分以下几步：

1、朗读课文1、2段，试着背诵。

2、填空练习，帮助背诵。

3、模仿1、2段介绍子路小学。

子路小学是濮阳市最有名的一个学校。她在建设路与金堤路
交叉口。那里校园洁净、树木茂盛、风景优美，整个校园充
满生机。

子路小学起初因建校的早晚而被排名为四实小，后来成为子
路小学。因为学校南边是子路墓祠而得名，也有学习儒家文
化，传承中华传统文明之意。

这个环节也是层层递进：

1、示中国地图，指出台湾的位置。



同学们，通过查找资料，你对台湾有哪些了解？交流汇报。、

2、师述：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那里气候温暖，物产丰富，
风景优美，就像同学们所说得那样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区。今
天我们要到台湾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日月潭去看一看。

3、板书课题：9、日月潭

同学们，关于日月潭你知道些什么？交流查到的资料。

学生通过课前查找的资料，使学生对台湾产生了美好的向往。
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欲望。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六

在教学《日月潭》一文，感到用新课程的理念与方法教学，
比以前效果好多了。

首先，合作学习法：

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讨论，有利于师生、生生间情感沟通
和信息交流，能促进学生思维的撞击和智慧火花的迸发，调
动学生学习热情，主动地获取新知。如学习课文第三、四自
然段时，各学习小组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分组讨论。通过合作
学习，变传授为自学、变讲为导，调动了学生课堂主体参与
率，形成民主、和谐的探究氛围。但是如果我能请孩子们从
学习小组中选出一名汇报员汇报学习成果，其他同学加以补
充，我只作适当的点拨启导，课堂气氛会更加好，教学重点
就有了层次，也不会在汇报上浪费太多时间。

其次，学会交流表达：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让学生树立表达的自信
心，引导他们积极参加讨论，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逐步培



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如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延
伸，我用多媒体出示日月潭在雾中、雨中、早晨、中午、傍
晚等不同情况下迷人景色，让学生欣赏后问：你喜欢什么时
候的日月潭？为什么？各学习小组热烈讨论后，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有的说：太阳高照的时候景色很美丽，因为这样
爸爸妈妈就可以带我们出去玩。有的说：下雨的时候，日月
潭周围一片朦胧，像仙境，很美。在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同
时，也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七

本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写景类文章，作者以清晨和中午以及
下雨天，三个特写镜头展示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达了作
者对宝岛台湾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文章结构清晰，
景美情浓，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教学
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资源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美文美读，丰
富内心体验，逐步提升人文素养。教过之后有一些体会如下：

三、四自然段以后问：“你喜欢什么时候的日月潭？为什
么？”各学习小组热烈讨论后，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的
说：“太阳高照的时候景色很美丽，因为这样爸爸妈妈就可
以带我们出去玩。”有的说：“下雨的时候，日月潭周围一
片朦胧，像仙境，很美。”在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同时，也
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

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前提下，我让学生看图，想象一下，什么
时候的日月潭也会很美很美？孩子们在文本的基础上，发挥
自己的合理想象。有的说：“日月潭的傍晚很美，天上星星
闪闪，山上灯光闪闪，水中也是一闪一闪，真迷人。”“大
雾天的日月潭又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天空一片朦胧，对面的
山、水、天空都看不出了。”学生的思路被打开了。

此外，实践积累也是新课程改革的另一重要目标，它能为学
生以后的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基础。《日月潭》文字优美，



如诗如画，使人入情入境，是鼓励学生积累好词佳句的隽文。
在教学中，我激发学生的积累兴趣，教给他们积累的方法，
同时给予他们展示的机会，鼓励他们实践运用。相信，学生的
“好词佳句锦囊”中也存放了不少的“金子”了。本节课环
节的设计应该是很清楚的，条理是很明朗的，但是因为离我
们这里比较遥远，有的景色学生的体会还不到味。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八

这里的“情”还具体指为学生创设一个浓郁的情境，让学生
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在导入中我利用多媒体为学生精心创
设了“乘飞机旅游，听导游介绍”的场景。这个情境再现的
是儿童生活中的场景，当学生进入了这个情境时，必然会激
起情感，进而激发起对学习的兴趣，从而有助于他们体会到
课文字里行间蕴含的情感。

这里的“情”还具体指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日月潭
之美的赞赏之情。要体会这种赞赏之情，首先要让学生感受
到日月潭之美。于是，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书，要他们从文
中找出自己觉得最美的地方。所以“你觉得什么美?”是我教
育的主线，只要学生真正体会到了美，那么这种“情”就自
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日月潭》是一篇写景的文章，景色的秀丽和作者的赞美都
蕴含于文章之中，隐藏于文字之下。为让学生欣赏到这里的
秀丽风光，感悟到作者的赞美之情，我采用了“品读”的方
法，引导学生在读中品。如品读第一段的第三句话。刚开始，
学生只能浅显地感觉到这句话美，可是究竟是哪里美?却说不
出所以然。这时，我让学生再读，读后看看图和多媒体画面，
再来体会哪里美，学生就能感受到“树木茂盛”很美、“群
山环绕”很美、“许多名胜古迹”也很美。并且学生还能用
动作演示的方法来理解“群山环绕”这个难点词。这时再指
导朗读就使“品”得以深化。教师的示范品读意在情激情中
调动学生的.兴奋点，使学生融入文章之中，使教师、学生、



作者三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在“品”中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
悟，在“品”中培养学生的协作互助能力。除了引导学生品
读之外，还利用模具演示的方法指导读。如第二段中对日月
潭名称的来历的理解，就通过拼图的方式帮助学生形象地理
解，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

小语教学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学习语言的实践活动。为使学生
“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教学应是没有强制的活动，
禁锢的要解放，潜在的要诱发，从而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
为了让学生能在课堂中真正地活起来，我做到了以下几点：

(1)近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开课导入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
让学生扮演小旅客去日月潭游玩，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
学生活跃起来。

(2)相信学生的能力，把课堂还给学生。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
重在引导。相信学生能把书读好，一次没有读出来没关系，
让他们继续读，直到能读出来为止。如“日月潭很深，湖水
碧绿。”这句话，刚开始学生只觉着美，可是到底怎么美却
感受不到。这时我就让学生再读，并且边读边看图体会。果
然学生自己通过读、看，感受到了“湖水碧绿”很美，我及
时肯定了他们的读法，并鼓励他们再读看能不能又有新的体
会。于是，学生又通过自己读感受到了“很深”也说明日月
潭美。就通过这样短短的一句话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了读书的
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给他们一个结果。这种过程就是一种活。

新世纪，人们疾呼，要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什么是
真正的语文课呢?我想，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能够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能够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展，能
够让学生获得一定的学习方法，也算是一种真正的语文课吧。
这也正是我在这节课中努力追求的。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九

分以下几步：

1、认读字卡，做猜字游戏，顺便理解清晰、朦胧、仙境等词。

2、学生用自制字卡玩游戏。

3、变换语言环境识字，我特意编了儿歌。

群山环绕日月潭，树木茂盛空气鲜。

高大建筑是美景，朦胧仙境是奇观。

宝岛台湾早日归，全国人民笑开颜。

分以下几步：

1、朗读课文1、2段，试着背诵。

2、填空练习，帮助背诵。

3、模仿1、2段介绍子路小学。

子路小学是濮阳市最有名的一个学校。她在建设路与金堤路
交叉口。那里校园洁净、树木茂盛、风景优美，整个校园充
满生机。

子路小学起初因建校的早晚而被排名为四实小，后来成为子
路小学。因为学校南边是子路墓祠而得名，也有学习儒家文
化，传承中华传统文明之意。

这个环节也是层层递进：

1、示中国地图，指出台湾的位置。



同学们，通过查找资料，你对台湾有哪些了解？交流汇报。、

2、师述：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那里气候温暖，物产丰富，
风景优美，就像同学们所说得那样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区。今
天我们要到台湾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日月潭去看一看。

3、板书课题：9、日月潭

同学们，关于日月潭你知道些什么？交流查到的资料。

学生通过课前查找的资料，使学生对台湾产生了美好的`向往。
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