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长教学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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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长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上《长城和运河》，不少孩子都收集了资料，这使我很
是欣慰，因为收集资料不仅是孩子们的事，家长也往往需要
参与，现在看来不少家长都能参与孩子的成长了。

今天的教学我以朗读为媒介，使学生领会文中“我”自豪和
骄傲的爱国豪情。开始学生朗读出现拖音现象，为纠正这个
问题，我先作示范，然后通过语言和学生收集的材料，激发
学生对长城、运河修建者的敬佩，引发学生自身做为中国人
的自豪。这样学生的情绪上来了，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朗读
了，拖音现象荡然无存。

一点愧疚：

长城长教学反思篇二

这使我很是欣慰，因为收集资料不仅是孩子们的事，家长也
往往需要参与，说明很多家长都能配合老师完成资料的收集。

由于事先都收集了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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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教学我以朗读为媒介，使学生领会文中“我”自豪和
骄傲的爱国豪情。开始学生朗读出现拖音现象，为纠正这个
问题，我先作示范，然后通过语言和学生收集的材料，激发
学生对长城、运河修建者的敬佩，引发学生自身做为中国人
的自豪。这样学生的情绪上来了，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朗读
了，拖音现象荡然无存。最后我还让学生用自己喜欢唱的歌
的曲调来唱一唱《长城和运河》这首饱含爱国情感的诗歌,学
生的尽头可大了,这样一来学生就轻轻送送地背完了这首诗,
同时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便水到渠成。

长城长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一首诗歌，而我对于这种文体的教学方法一直有些困惑，
所以每次上这个课都很头疼。

这篇课文主要是讲两个部分，而且结构相同，重点都是运河
和长城的姿态、长度。长城这边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它是连绵
起伏的，因为是依山而建。这里有个难点，是谁谱写诗篇
（中华民族祖先）不朽的诗篇是指万里长城，那为什么不朽
呢？这里大多数孩子都答到因为劳动人民建造这个很辛苦，
花费了很多精力，他们只答到一点，还有就是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心血，这些融合起来，便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
史文化，这是永远都无法磨灭的。运河这边从“伸向天边”
知道运河很长，通过资料来让孩子知道。

“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这是一
个设问句（自问自答）这要让孩子知道起强调作用。同时这
里出现两次，那么是反复的手法。

课后，我也让孩子按照相同的结构描写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建筑。

总的来说，这堂课不怎么如意，因为有一些环节，孩子们回
答得并不好，而我也没有很好的引导，只是生硬的灌输，这



是我没有做好备学生这一环节，后面的教学中一定牢记！

长城长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我的一堂校内公开课。上完这课，我的.感触很深。

在《长城与运河》第二教时的教学环节上，我是这样安排的：
1谜语激趣，导入新课。这一环节设计的本意是增加点学习的
兴趣，试上时感觉比较好，但在我班的教学中简直显得多此
一举：几个学生都说不出“长龙”“银河”指什么。课后细
细一想，我班的学生性格比较内敛，有这么多的老师来听课，
已经够他们紧张的了，再让他们进行大胆猜测，他们自然不
敢举手了。我忽视了学生这一个性各异的主体，“开局”的
不利自然难免了。2、朗读感悟，进入诗境。本环节主要通过
教师范读、课件展示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课件出示了长城、
运河的图片，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并培养良好的语
感。3、品味语言，迁移内化。本环节主要让学生欣赏录象，
激发其情感，让男女生配音朗读课文，感受祖国山河的壮美。
如果在第一课时多训练一下学生的朗读，我想本环节的效果
会好一些；其次是学生小组合作，完成诗歌的仿写练习。虽
然学生说出了一些我国的古今奇迹，但范围不广。如果多为
本课做一些铺垫，让学生在课余多搜集些资料，相信他们的
诗作会更加异彩纷呈，对祖国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民族自
豪感会更加强烈；4、趣味作业，拓展实践：本环节提供了一
份自助餐式的作业，旨在让学生在感兴趣的个性化综合学习
活动中提高语文素养。学生的自主性作业我看了一遍，作诗、
画画的比较多，搜集、设计的极个别。我想，如果我能做一
个综合性的网页，提供给学生的学习空间会更大些，学生的
收益也会更大吧。

虽然新课程标准已学习了很久，新课程理念也在我平时的教
学中有所体现，但很惭愧地说一句：这堂课我最大的失败就
在新课程理念的把握、实践上。这一课学生朗读的效果很不
理想，但我当时心中所想的是，我已进行朗读指导了，再个



别指导的话，浪费我的时间，下面的教学环节就会受影响，
甚至完不成。我忽视了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犯了以往
公开课的一些通病，成了一个蹩脚的导演。也因为赶时间，
由此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比如教学点评的语言不疼不痒，
含糊而过，带来了我的语言枯燥、没有激情。以后我会更多
地以新课程理念指导教学，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评价
方式的设计，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使自己的教学更
上一层楼。

长城长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一堂课的教学，我完成了预定教学目标，学生在课堂中
读诗、背诗积极性非常高，效果良好。

在教学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尤为好：

1、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加强朗读训练。由于诗歌语言简
洁且凝练，反复朗读可能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加上学生
年龄较小，爱玩好动。我在朗读训练中，多次采用音乐、录
音、录像等多种辅助手段，刺激学生感官，激发他们兴趣。
运用画面，引导学生进入课文意境；运用媒体，展现万里长
城和大运河的壮丽景象、雄伟气势，帮助学生读出语气；运
用音乐，烘托、渲染气氛，使学生的配乐朗读有身临其境的
感觉，更好地表达诗意。学生们积极参与，课堂气氛活跃轻
松，孩子们读诗热情高涨。

2、在重视朗读训练的同时，我也十分注重对学生想象力的培
养。诗歌教学难度大，常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感觉。虽说通过反复读，能使学生有一定的感悟。但诗歌抽
象表达的特点会给学生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因此，我在指
导朗读过程中，多次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将抽象的文字和抽
象的内容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了
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京杭大运河。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
想象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所以，学完了课



文，学生就完全能做到带着自豪感，有感情地诵读诗歌了。

歌中字词深奥，学生不容易理解，教师又不能采用以词解词
这种简单的方法。因此，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如何将深奥的词
语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让教学更完美。这是我想在以后的
诗歌教学重点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