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长城教学反思不足(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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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为期两周的教学赛讲活动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与回味。本次赛讲活动中我们四年级语文讲的是17《长城》。
我的这节课不管在他人眼中是否成功，在我自己看来我收获
了，从去年的《孔子拜师》到今年的《长城》，我首先知道
了如何备一节阅读教学课，知道了教学要抓中心句，中心词，
要抓重点词语，《长城》一文中我抓住中心句“这样气魄雄
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进而抓住中
心词“奇迹”，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课文从三方面写长
城的奇迹，第一自然段我抓住长城的长，长城像一条长龙，
他不仅长，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体现长城的奇迹。第二
自然段作者写了长城的坚固，长城屹立在中华大地20xx多年，
体现了他是奇迹，第三自然段通过写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
难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伟大的'劳动任命创造了这伟
大的奇迹。段段抓中心，围绕中心句展开教学是我本节课的
整体思路，通过这次活动，我认为课堂上必要的补充资料是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涵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每一课课文的高
度都是螺旋上升的，这个高度必须要求我们老师先上来然后
就是必要时的点拨，总结。在一个课堂上我们不仅要抓住关
键词语，而且关键词语找出来就是为了体会感情，最终达到
将感情读出来的目的，所以课堂上朗读要分层次，每一个关
键词，重点词找出来都要通过朗读的指导读出文字背后的东
西，《长城》这课就是要通过朗读读出长城的气势，读出古
代劳动人民的艰难，赞颂他们的伟大。



所以每个关键词语背后的感情一定要一个一个让学读出来，
通过朗读体会感情。上课时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老师的情
感也会带动教学气氛，使学生深受感染，也会很好的帮助学
生体会课文情感，这些也是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到的方法，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落实到实处。增强自己的语言魅力，重点词
句找出来要落实到实处，不能水过地皮湿，找出来就完事，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要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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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为期两周的教学赛讲活动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
与回味。本次赛讲活动中我们四年级语文讲的是17《长城》。
我的这节课不管在他人眼中是否成功，在我自己看来我收获
了，从去年的《孔子拜师》到今年的《长城》，我首先知道
了如何备一节阅读教学课，知道了教学要抓中心句，中心词，
要抓重点词语，《长城》一文中我抓住中心句“这样气魄雄
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进而抓住中
心词“奇迹”，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课文从三方面写长
城的奇迹，第一自然段我抓住长城的长，长城像一条长龙，
他不仅长，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体现长城的奇迹。第二



自然段作者写了长城的坚固，长城屹立在中华大地20xx多年，
体现了他是奇迹，第三自然段通过写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艰
难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是伟大的劳动任命创造了这伟
大的奇迹。段段抓中心，围绕中心句展开教学是我本节课的.
整体思路，通过这次活动，我认为课堂上必要的补充资料是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涵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每一课课文的高
度都是螺旋上升的，这个高度必须要求我们老师先上来然后
就是必要时的点拨，总结。在一个课堂上我们不仅要抓住关
键词语，而且关键词语找出来就是为了体会感情，最终达到
将感情读出来的目的，所以课堂上朗读要分层次，每一个关
键词，重点词找出来都要通过朗读的指导读出文字背后的东
西，《长城》这课就是要通过朗读读出长城的气势，读出古
代劳动人民的艰难，赞颂他们的伟大。

所以每个关键词语背后的感情一定要一个一个让学读出来，
通过朗读体会感情。上课时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老师的情
感也会带动教学气氛，使学生深受感染，也会很好的帮助学
生体会课文情感，这些也是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到的方法，在
今后的教学中要落实到实处。增强自己的语言魅力，重点词
句找出来要落实到实处，不能水过地皮湿，找出来就完事，
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要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人教版第七册第五单元是一组世界遗产专题的课文。这一单
元的文章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
的“世界遗产”的一扇窗口。其中《长城》是这组课文的第
一篇，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长城，感受其宏伟气魄与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激发民族自豪感。课文共四段，按
人的观察和思维发展方式进行的：远看长城——近看长
城——联想古代劳动人民——赞美长城和古代劳动人民。

备课时，我锁住了课文的最后一段话：“这样气魄雄伟的工
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引起我关注的



是“奇迹”一词，读课文时，的确长城无论是从材料、设计、
建筑等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所以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
时，我把着力点放在找出中心句，然后逐步完成教学任务。
通过今天的教学实践，我感觉到这种处理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学生通读全文后，说说长城给自己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学生在读文后，体会到长城很长，我们讨论了具体写长的句
子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之间需要经过的省份，以及
词语如“一万三千里”，然后我又给学生补充资料说，曾经
有人徒步走长城，用了两年的多的时间，这样自然而然地
把“一万三千多里”转化成学生可感知的形象，学生走出文
本，又走进文本，对长城的长有了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对于这一段的处理，我觉得要让学生读懂课文，充分利用课
本资源，我用多媒体出示长城近景图，然后采用导游形式小
组介绍，要求学生边默读课文，边对照小图，在图上把长城
各个部位的名称和位置标出来，这样一来，学生在读课文时，
图文对照，边读边看，让学生理解文本有了一个依托，在这
个依托上又加深了学生对长城的理解。读懂了课文，对长城
的高大坚固的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一点是最难处理的地方，如何让学生体会长城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我再次让学生读这一自然段，
说说你体会最深的句子，然后抓住“抬”“陡峭”“无
数”“两三千斤”等词语，启发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
体会，特别是“两三千斤”，我让他们先说说自己的体重是
多少，那一块石头相当于我们同学重量，有了这样的对比，
学生对巨石的感受更深了，也更能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在没
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肩抬手扛着这巨大的
条石在陡峭的山岭上劳动是多么艰难的事，从而体会劳动人
民的伟大。在充分说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动笔写出自己的赞
美的诗或联。学生这样写道：长城东起山海关，高大坚固保
家园。劳动人民多智慧，雄伟气魄世人赞。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孩子们对长城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感受
到了长城的魅力，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了
比较充分的调动。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历史性文本是中华文学的经典。所谓的经典，是指其为人类
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人类精神文明的凝聚点。引导学生从
经典阅读入手，可以培育其高尚的审美情趣，从人生一开始
就占据精神的制高点。经典阅读会影响学生终身的学习和精
神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性文本无论是时间上还是故事背景方
面，都与学生相距甚远，因此，每当面对此类文本时，我们
往往会发现学生的学趣骤然降低，甚至还会产生"厌学"的学
习状态。故，如何有效地发挥历史性文本在教学中的作用，
不得不成为了摆在老师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无独有偶，我有
幸听了周老师的《长城》一课，让我受益良多，现结合此堂
课，浅谈一下自己对教学历史性文本教学的几点想法：

即让学生有充分的知识准备。以前，许多教师习惯让要上的
课文先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等破题时才把它揭开。面对历
史性文本，我则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学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
学习内容并进行预习，或提前拜读原著，或提前收集资料等，
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自主地学习，有效地学习。如这篇课文
教学前，老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围绕"长城"课前收集资料，通
过翻阅课外书，采访，上网等方式多渠道地获取了大量知识，
间接地了解了许多事实。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由此及彼，不
局限于一节课，一本书，从而扩大学生信息量的交流。这样
做，可充分发挥语文课本为工具书的作用，不仅加大了教学
密度，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性文本的兴趣。

《长城》这课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体会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但我感
觉到，长城对现在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在情感上，空间上还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在设计这一课的教学时，我把着力



点放在拉近学生和文本之间的情感距离上，通过教学实践，
我感觉到这种处理还是比较恰当的。

课堂中我采用了回文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理解“多少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
城。”“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
奇迹。”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成了我课堂教学中的中心
句。接下来，引导学生从远看长城、近看长城、建造长城的
伟大人民三个方面一次次地理解感悟这个句子。在教学中，
学生对中心句子的理解是层层递进，朗读也是一次比一次更
有激情。

课文重点介绍了长城的两个特点，远看像长龙，近看高大坚
固。在让学生学习这两个特点时，我尝试先从图入手，再回
到语言文字中咀嚼、品读。如学习长城的长时，我先让学生
看图，谈感受，再抓住语言文字“一万三千多里、蜿蜒盘
旋”等进行品读感悟。对于“一万三千多里”课文中仅仅以
数字的形式出现在学生的眼前，我感觉太单薄了，于是我设
计了从两方面入手理解这个词语。一是抓住课文中“从东头
的三海关到西头的嘉峪关”，让学生到地图上去找一找长城
经过的省市，让他们感受这个数字有多长。二是补充资料，
曾经有一个人徒步走长城，共用了508天。这样这个数字的概
念一下子就在学生心中厚实起来了。

在理解长城的高大坚固时，我通过板画先让学生了解了长城
的结构，“垛子、嘹望口、射口、城台”分别在什么地方？
干什么用？这为学生理解后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埋下了伏
笔。抓住“条石、城砖”补充浇筑的东西来感悟长城的高大
坚固。

长城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教学这一课时，我还是遵循“随机联结”的原理，让学生自
主学习生字新词，自读课文、提出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确



定教学目标，展开教学。

在孩子们自主学习新词后的抄写中，我发现大家错的较多的
词是“驾驶、蜿蜒、创造”，我把写错的词板书后让孩子们
自己诊断、改正，这样的集体教学针对性强，孩子们亲身经
历学习过程，印象深刻，在完成补充习题的作业时，未出现
类似错误。

孩子们的提问主要涉及两大方面：

二、为何说万里长城谱写了不朽的诗篇？

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人的诗篇？教学时，我利用课件，让孩
子们欣赏长城的雄伟壮观，并对长城的规模作了资料补充，
长城的“奇异”一下子成了可感可知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感
情朗读，水到渠成。对于第二段诗的学习，就此作学法迁移。
长城和运河谱写的诗篇确实是孩子们学习的一个难点，我充
分利用《同步拓展阅读》，给孩子们诵读长城的历史，运河
的作用和两岸美景，让“不朽”和“动人”有了最好的诠释。
整个教学过程，我回避了字词的机械理解，在保有诗歌原汁
原味的基础上让孩子们欣赏、诵读，感悟课文语言的魅力。

课前，我已经让孩子们阅读了拓展资料，课上因怕浪费时间，
直接自己选读资料，但从培养孩子们删选资料的能力出发，
还应该更放手让孩子们交流。

《长城和运河》教学反思13

《长城和运河》是首诗歌，这首诗是写作者驾驶飞机航行在
祖国的蓝天所看到的景象。诗歌有两个小节，第一节写的是
看到万里长城，像巨龙蜿蜒在群山之中，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第二节写的是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开通了运河，方
便了水上航运。诗歌从整体上描绘了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特
征，还赞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在教学时，我主要引领学生进入文本所创设的情境中，设身
处地地去领悟文中角色的情感，体会文章的意境，以此促使
学生有滋有味地朗读。在新课的导入中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
长城和运河雄伟奇丽的景象，在强烈的视觉，听觉的冲击下，
学生似乎来到了长城边，运河旁，他们的情感也随之调动了
起来。作者的情感体验迅速转化成了学生的情感体验，文本
的描述似乎成了他们内心真情的表白，朗读时的声音、气息，
和谐地融入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中，是内心情感的自然外化。
这里通过观看短片头脑中对长城和运河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所以再读课题，便会读出长城和运河的气势，由衷地抒发出
赞美之情。

教学主要以读为主，在指导学生朗读中，我引导让学生诵读，
让长城、运河成为学生心中的.一个“美”点。于是在我的课
堂上出现了反复读四句重点句的场面。学生有所知、有所感，
体会作者所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朗读这首诗歌时，
我要求学生注意两点：第一，不要拖腔拖调，要引导学生按
诗歌的节奏进行。第二，要注意声音的轻响变化，给人以起
伏感，这样才能突显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雄伟气势。可喜的
是学生对此篇课文兴趣浓厚，在指导朗读时师生都投入了十
分的感情，激动、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学生在课堂中朗读的
积极性非常高，学生也能很快背诵课文了。

收集了资料，所以孩子们对长城和运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上课之处就已经深深为长城和运河而感到骄傲了。因此在
课堂上我并没有着重介绍相关背景资料，而是简单交流了一
下，一方面检验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另一方面帮助他们梳理
资料，逐步学会寻找资料，理解资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