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潭教学反思 日月潭的教学反思(模
板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一

学生本身就喜欢读神话传说，因为它情节生动有趣，所以学
生读了第一遍就激发起进一步朗读的积极性，大概10分钟后，
绝大多数学生能将课文读得较为正确、流利。除了“披荆斩
棘”这个成语字面上的意思不大明白之外，其他的生词字面
意思基本都了解。学生不懂什么叫“荆棘”，我就利用图片
帮助学生认识荆棘，感受被荆棘划过以后怎样，为后面感悟
人物形象作铺垫。

解决了字词障碍以后，学生对课文内容提出了质疑，比如：
恶龙那么厉害，大尖哥和水社姐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呢？他们
在找金斧头和金剪刀的过程中，会吃尽怎样的千辛万苦啊？
大尖哥和水社姐为什么要化作两座青山呢？……应该说这些
问题都是围绕课文主旨提出的比较有价值的问题，学生带着
这些问题走进课堂，一定能学有所获。有一个学生叹了一口
气，面露难过的`神色：“唉，怎么就化作山了呢，太可惜了。
”可见他们对这样的课文结尾是有遗憾的。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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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三

《日月潭的传说》讲述的是关于俺国台湾省最大的湖泊——
日月潭的一个动人的传说，是民间故事。从第一课时，俺提
问同学了解哪些民间故事，同学纷纷举手，急着谈到精卫填
海、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等就可以看出来，同学对民间故事
的兴趣很浓。所以在第二课时的公开课教案中，根据三年级
同学的年龄特点与同学对民间故事的赶兴趣程度，俺采取了
引导同学合理想象的方式，解读课文。

与人们相同的感受。同样地引导同学想象，在这份设计中，
还运用了些，这就算是这节课处置得当的地方吧！

当然，这节课也有些缺乏的地方。上完课后，张老师的一句
话立刻点醒了俺。在教学第四自然段的“他们翻山越岭，披
荆斩棘，吃尽了千心万苦，终于从阿里山的山洞里拿到了金
斧头和金剪刀”时，俺先引导同学想象大尖哥和水社姐一路
上吃了什么苦，然后边总结边反复地反问：“他们能停下来
吗？”而张老师建议俺，在教师边总结的同时，边引导同学
反复读这句话。教学这句话时，俺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这样，
但张教导的方法效果更胜一筹。教学无定法，但法与法间也
有相通之处。

战”一词的理解。

“学无止尽”，虽然说俺现在上课有进步了，但还应“更上
一层楼”吧！例如，张老师建议俺多看特教的语文教案，丁



老师认为语文的教学应该再拓展开去等。在学习中进步，在
进步中学习！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四

《日月潭》是人教版第四册第三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是一篇
文质兼美的写景类文章，作者以清晨和中午两个特写镜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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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第二课时预设的教学目标是：

1、认识“隐”、“筑”、“晰”等6个字，会
写“展”、“建”两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3—5自然段，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能用上积累的好词佳句看图介绍宁波的一处景色。

根据教学目标我是这样安排教学过程的：首先谈话导入，把
学生带入美的境界，然后自然地过渡到学习3、4描写日月潭
不同时间不同天气的自然段。用你熟悉的记号标出表示时间
的词语。然后用一个大问题贯穿整堂课“你喜欢什么时候的
日月潭”，让学生畅所欲言谈感受。在讲第三自然段时，教
师引导学生读出感悟，读出问题，自己解决一个难点“隐隐
约约”，教师只做引导。在学习中午太阳高照时，抓住“清
晰”这个词进行理解、感悟。在学习蒙蒙细雨中的日月潭的
句子时，抓住重点词“朦胧”，让学生找到比喻句。在理解
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背诵，然后迁移运用，把书中的好词好句
用到看图说话中，介绍宁波的景色。最后一个环节的写字指
导中，我出示的是两个同是半包围结构的字，但在书写中又
有所不同。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五

《升和毫升》，考虑到学生平时很少关注这方面的知识，缺
乏生活经验，因此在教学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尽
可能地创设学生熟悉的学习情境，以激发学生学习容量单位
时的主动性，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一、做好认知前的准备。

升和毫升的初步认识中，容积的计量工具是量筒和量杯。教
师在课前准备好演示的教具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教师
还准备了标有刻度线的饮水杯、脸盆、墨水瓶等。同时给学
生一两天准备的时间，要求学生在家里或是去超市时寻找、
观察哪些商品标签上使用的是升和毫升，并带一些标有升和
毫升的包装盒、饮料瓶、标签等，在思想上做好认知的准备。

二、创设体验式学习情境，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由于升和毫升的认知本身就比较抽象，学生在学习时会感到
比较枯燥，产生一定的困难。为了能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升
和毫升的容量单位，积累较多的直观经验，我创设了以下的
教学情境，来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

2、直观演示，建立1毫升和1升的概念。用量筒取毫升的水，
倒入盆中，学生感知毫升的水是两三滴，反复几次。估测墨
水瓶中有多少墨水，并进行验证，观察一盒学生奶有多少。
在量杯中分别取100毫升、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倒入升的
容器中，感知升和毫升的进率。教学重点的解决、难点的突
破都请学生介绍说明或用一个一个的小实验解决。从课堂气
氛来看，学生人人参与，思维非常活跃，学习积极性非常高。

三、结合生活实际，渗透一些科学知识。

结合实际，渗透一些科学知识。比如，一个成人的血液量约



为4升800毫升，一次献血量为200毫升，适量献血对人体没有
影响等。

日月潭教学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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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
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让学生充分地自己读书，读出声，读
出意，读出味，读出情，读出神，如临其境。在读中整体感
知，理解文意；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思
想教育和情感的熏陶；在读中积累语言，学习表情达意的技
巧。在教学中，我借助多媒体课件，将文本语言还原为生动
可感的形象，让学生陶醉在令人神往的境界中，对日月潭的
风光有了更多的表象储备，有效渲染了气氛。然后以读代讲，
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感悟、理解，让学生感受日月潭的旖旎
风光。其中第三、四自然段是朗读的重点，通过朗读，表达
出不同时间，不同天气景色的变化。为此，我设计了指名读，
自由放声读，男女生赛读、找伙伴读，小组读，师生合作读
等多种朗读方式，在老师适时的点拨和示范下，体会和感悟
日月潭的秀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