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 五
年级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优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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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感悟，并展开丰富的想象，了解圆明
园辉煌的过去和它的毁灭，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文化、仇恨侵
略者的情感，增强不忘国耻，兴我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重点词句的品读，感悟圆明园的辉煌和作者的表达方
法。

3、在品读课文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语感。

教学重点：

让学生了解这一屈辱的历史，激发爱国之情。

教学难点：

1、引导学生读文、感悟、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圆明园昔日辉
煌的景观。

2、体会作者安排材料的匠心。



教学过程：

课前谈话：

1、激趣。

2、我们中国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大好事。谁来举个例子？
（20xx~xxxx）

一、导入新课

1、这些事情其实都从侧面反映了我们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
这都是我们中国走向强大的证明。可是，就在历史上的今天，
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耻辱和愤怒的大事。那就
是——圆明园的毁灭。

2、板书课题。所谓毁灭就是？

3、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悟

1、课前预习了吗？那让我们直接来试着读吧。找学生分段读。
注意：“不可估量”的字音。

2、课文预习得不错，谁能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一下课文写了
什么？

3、引导学生交流。

三、深入文本，研读感悟

1、让我们来看看课文中是怎样评价圆明园的毁灭的。齐读第
一自然段。



2、你们读出了什么？

3、理解不可估量。

4、作者连用了两个“不可估量”，让我们感受到了圆明园的
毁灭不仅给祖国乃至给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这座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究竟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走进昔日的
圆明园，来领略一番。

默读二、三、四自然段，看看圆明园里都有些什么。可以拿
出铅笔，标注出自己的感受。

a第二自然段

1、重点理解：众星拱月。（示图）

2、引导联系生活实际体会圆明园布局独特，规模宏大。347
公顷，5200余亩。

b第三自然段

1、重点体会“金碧辉煌”。点出“玲珑剔透”。一个气势恢
宏，一个建筑精巧。让生品读。

2、再感受一个热闹的“买卖街”，一个宁静的山乡村野。男
女生对读。

3、去掉“也”，再读第一句。让生找差异，点出“也”的`
用法。

4、这些丰富的建筑景观中，都有哪些美景呢？

5、教师引读。“园中许多景物都是按照各地名胜建造
的，……还有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



的，……”

6、圆明园中景物有一百多处，而且是一步一景，一景一物。
想看看吗？（视频）

7、看完视频，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

8、用这世上任何一个词来形容圆明园都不为过，难怪文中最
后一句话会说——圆明园是园林艺术的珍宝、建筑艺术的精
华！

9、在这样的园林里散步，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齐读本段最
后一句话。

c第四自然段：

1、圆明园除了建筑宏伟，还有哪些东西？

3、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号称“万园之园”，被称为“东方的凡
尔赛宫”的皇家园林，却在英法联军的践踏下，毁于一旦！

四、再现情境，激起“仇恨”。

1、放录像。同学们，你想说什么？

2、带着感受读读最后一段。看看那句话最能表达你的感受？

3、那是怎样的破坏？感悟“凡是”“统统”“任意”。

4、这样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就这样被几千个
外国强盗付之一炬。齐读最后一句话。

五、表达情感，引发思考

1、所以，作者会在文章开头，就用了两个“不可估量”。再



读第一自然段。（板书：不可估量不可估量）

2、随着文章的学习，我们心中肯定会泛起深深的惋惜之情，
甚至是仇恨。可是，我们更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思考。一座圆
明园，半部清代史。让我们在课下搜集相关资料，并记录下
来。下节课让我们继续交流。

板书设计：

21、圆明园的毁灭

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通过理解语言文字，想象圆明园当年的
辉煌，并了解圆明园是怎样被毁灭的，认识贫穷受欺压，落
后要挨打，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责任
感。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
看。”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教学本文时，通过让学
生充分感知语言、品味语言去感受昔日圆明园的精美、壮观。
激起学生对昔日圆明园的无比热爱、无限向往。

为了达到本课的情感目标，突破重难点，我在课前搜集了大
量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图片，向学生展示了当年圆明园的辉
煌之处：它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它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使学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
它作为万园之园的独特魅力，从而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圆明园真的太美了”学生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只有“爱之深”，才会“恨之切”。

教学一开始，我从课文的题目入手，要求学生和我一起书写
课题，并激情导入：看到“圆明园”这三个字在你的头脑里
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学生想到了它昔日的辉煌，想到了它被
毁后的废墟，这样一座完美著名的皇家园林却被侵略者无情
的毁灭了，正像文中所说，“圆明园的毁灭不仅是祖国文化



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
失。”。采用这样激情的导入，首先使学生一开始就在思想
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迅速融入
到课文内容中去。顺利的进入第二部分的学习。

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注重以读为本，读中感悟。古人
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教学中，注重突出语文
课“以读为本，以读代讲，熟读成诵，在读中感悟”的特点，
课堂上留给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采用自由读、指名读、默
读、齐读、范读等多种形式的朗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使学生在读中思、读中悟。圆明
园这么美，但却被无情地毁灭了，在感受了圆明园的美之后，
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第五自然段，让学生再次读课文说说哪些
地方让你最可恨，在学生畅谈感受的基础上，指导朗读，最
后回归第一自然段。面对强盗的无耻行径，面对清政府的昏
庸无能，面对美的东西瞬间遭毁，学生心中肯定有千言万语。
学生心中升腾起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
过给学生时间朗读，体会作者怎样表情达意，使学生情有所
感，理有所悟，再次唤起爱国热情，惋惜、痛恨之情，从而
更进一步体验情感，与作者产生强烈共鸣，课堂教学达到高
潮，感情得到升华。

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成功之处是：（一）教给学生
自学方法，举一反三。精讲第3自然段，教给学生理解重点词
句、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的方法。然后“扶读”第4自然
段，放手让学生“自读”第5和第6自然段。这样，学生不仅
理解了难词难句，说出了各段的主要内容，还感受到了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产生对疯狂掠夺我国文化遗产的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二）在“美读”中，学生切实地
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感。

不足之处：1、由于条件限制，不能使用课件。对圆明园过去



的辉煌，学生没有直观感受。2、教学时间没有把握好，前松
后紧。

《圆明园的毁灭》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四

一、名言导入，理解“毁灭”。

同学们，法国最著名的大作家雨果曾这样说：“在世界的一
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它有着只
要想象才能企及而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
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它有着如同月宫似的的仙境，
那就是圆明园。板书圆明园。

二、圆明园的毁灭“不可估量”

2、人们这样评价圆明园的“毁灭”：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
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3、理解“不可估量”。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圆
明园毁灭带来的悲痛，这足以说明圆明园的毁灭读。

这是历史发出的沉重的叹息？那么圆明园到底毁灭的是什么
呢？以至于人们会有这样的叹息呢？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
自由朗读课文吧。

二、痛惜圆明园的毁灭。

1、课文读完了，哪一个自然段具体讲到了圆明园的毁灭。
（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开头提到了一个时间，是哪一年。
圆明园的毁灭正是源于是1860年的那场浩劫。我们来看一段
视频。视频展现了圆明园的毁灭，最后一段也展现了它的毁
灭。请大家酝酿好心情，读这段话。

2、同学们，这是侵略者在赤裸裸毁灭我们的圆明园圆。他们
是如何毁灭的呢？请把表示侵略者毁灭圆明园的句子画上横
线。

3、大家一起读。读了这些句子，你体会到了什么？我们之所
以有这些体会，是因为他们在毁灭圆明园。

4、圆明园到底毁灭的是什么呢？要想知道圆明园毁灭了什么，
就必须知道它曾经拥有过什么？课文的第2—4段介绍的是圆
明园昔日的辉煌，我们一起去看看。

三、追朔圆明园的昔日的辉煌。

（一）第二段

1、齐读课文第二自然段。这一段中，有一个词叫“众星拱
月”，“月”指什么？“众星”指什么？（月指圆明园，众
星指小园。）



2、通过“众星拱月”这个词，你能判断本段写了圆明园的什
么吗？（写了圆明园的布局。）这种布局怎么样呢？（精美
的布局）

（二）第三段

圆明园不仅有“众星拱月”般的精美的布局，还有许多独特
的景观。

1、齐读，读完后，你觉得这个自然段的句式有什么特点？
（很对称。有……也有……，有……也有……，不仅有……
还有……）

2、原文填空。作者运用这样对称的句式，是想告诉我们，在
圆明园中，填空。

3、几组对比，想说明什么呢？（金碧辉煌的殿堂和玲珑剔透
的亭台楼阁对比，热闹的买卖街和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对比，
现实的和虚幻的对比，民族的和西洋的对比）

总结出圆明园建筑的特点：宏伟、壮观。

（三）第四段

1、齐读第四段。这段讲述了什么？（文物，文物的特点是什
么，珍贵。板书）

2、欣赏一组文物，配上文字，读一读。当你读到、看到这些
珍贵的文物时，你会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拥有这些稀有的文物
而感到骄傲、自豪。

四、小结

同学们，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座历经五代皇帝花费无数劳动
人心血和智慧了修建150年的圆明园中，有风格别致的布局，



有巧夺天工的宏伟建筑，有无数稀世珍宝，难怪中外的史学
家们给与它至高的荣誉：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

“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正如雨果说，“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
集于圆明园。”

五、思考“毁灭”。

1、毁灭的是什么？板书：文化。文化是属于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

历史不禁这样叹息：“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
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2、文章题为“圆明园的毁灭”，可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圆
明园的辉煌呢？

这是一种反衬手法，昔日越辉煌，今日的损失就越大，也越
能够体现出对侵略者的痛恨。

圆明园的毁灭成了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无法抹灭的伤痛！面对
这断壁残垣，（出示照片）我们不禁深深地叹息：圆明园的
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
可估量的损失！

小学语文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成功之处是：



(一)教给学生自学方法，举一反三。精讲第3自然段，教给学
生理解重点词句、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的方法。然
后“扶读”第4自然段，放手让学生“自读”第5和第6自然段。
这样，学生不仅仅理解了难词难句，说出了各段的主要资料，
还感受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产生对疯狂掠夺
我国文化遗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

(二)在“美读”中，学生切实地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优
美，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感。

不足之处：

1、由于条件限制，不能使用课件。对圆明园过去的辉煌，学
生没有直观感受。

2、教学时间没有把握好，前松后紧。

在教学中，我使用了两次小组学习的方式，让学生边读边悟，
组内交流，锻炼了学生的组织本事、表达本事和自学本事。
我们小组学习是在刚刚起步阶段，许多学习方式和表达的方
法还需要给孩子们多做指导，以待提高。

具体教学过程中，还有许多不足需要改善和提高。

1、学生本事需要培养和提高。整节课学生反应不是太进取，
课堂气氛比较沉重，学生的表达本事和自信心有待改善。

2、我在备课时对预设准备不足，在做引导时，语言不够规范
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