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亮起来了 北京亮起来了教学反
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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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北京亮起来了篇一

王xx老师今天执教了《北京亮起来了》这篇课文，课文描写
了首都北京美丽的夜景，通过对北京夜景的描述，展示了北
京夜晚的绚丽迷人。这节课整个教学过程安排紧凑，课堂上
学生表现积极，教学效果较好。

上课伊始，老师展示大沂河的夜景图片，由同学们熟悉的大
沂河的美丽景色过度到课本北京的的夜色。展示北京美丽的
夜景图片引起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自己分享搜集到的关
于北京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增长了同学们的知识。

1、初读课文提出“北京为什么亮起来？北京哪些地方亮起
来？”的问题并画出本节课的字词，让同学们整体感知课文
内容。

2、在识字环节让同学自己说自己的记住生字用的好方法。例：
束：木中加个口（尹子琪），府：用组词和联想的方法联想
到孔府（赵俊豪）。在识字时提出注意的点“繁”是上下结
构部首是“糸”不是“系”；“临”的部首是竖部。为了让
学生加深记忆采用自由读、齐读、开火车读等多种方式。

提问学生那个词不明白让同学回答，使学生在提问和回答是
都能思考。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同学们不太理解的抽象的词语。



学习举例abb形式的词，同学们想象力丰富例如赵俊豪说
的“一个个”，陈念兹说的“一颗颗”。

再读课文时分段朗读，结合图片的展示介绍每个地方的夜晚
景色特点，指导学生读出课文的优美，感受夜晚北京的绚丽
多彩。其中用问答的形式解决“灯的.海洋，光的世界是什么
意思？和古老的故宫为什么变年轻了？”以填空的形式解
释“犹如”的意思。最后解释本文的结构让同学自己发现
时“总—分—总”的结构。

1、一开始用图片引题是过于简单，没有详细解释。

2、对同学的评价过于单一，没有很好的做到针对性的评价。

3、对后面同学的提问很少，没有调动后面同学的积极性。

希望在后面的教学中总结经验，改正不足。

北京亮起来了篇二

本课描写了北京夜晚的美丽景色，突现了北京夜晚的“明亮、
辉煌”，围绕夜晚“北京就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来
展开，全文处处可见精美的词句。

以读悟情，以景明文。

古语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因此，在初读识字时，
我给予了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自我朗读，在真正的课堂上这
看似短短的几分钟集体自由朗读效果却是不容小瞧的。在不
断地自我朗读中，学生慢慢走近文本进而让朗朗的文字逐渐
转化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显现于脑海中，为接下来的理解全
文感悟体会作了铺垫。

在生字教学之后，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默读课文，找



出课文写了北京夜晚的哪几个地方的美丽景色？这个问题对
二年级的学生来讲有一定的难度。大部分学生或多或少能找
出一些地点来，但能找全的学生不多，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我
也发现有个别学生不理解问题的要求关键。这是一种逻辑思
维能力形成的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与不断地提醒，
但前提条件是学生需熟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二年级的学生还处在以形象思维感知世界的阶段，生活经历
也不够丰富，对一些好词好句有所感想却往往还处于朦胧阶
段道不清说不明。于是，我让学生就着他们找到的地点跟随
图片一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朗读课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
来填补学生对文字感悟中存在的空缺，让他们脑海中的北京
夜晚更繁华一些、更明亮一些，让车水马龙的不夜城更加真
实的展现在他们面前。同时，精彩的图片也刺激了学生的情
绪，让他们在朗读的过程中更加激昂，达到深情并茂的效果，
不失为一次情感朗读的好机会。

北京亮起来了篇三

本案例选自“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
文二年级下册，12课《北京亮起来了》。文中，作者向我们
描绘：每当夜幕降临，北京就亮起来了，各式各样的灯汇成
海洋，看不到边，望不到头；各种色彩的光交相辉映，把北
京变成了一座不夜城。作者不光感叹北京是灯的海洋光的世
界，而且还如数佳珍的把北京的灯光一一描述，灯光绚丽多
彩，文中的好词佳句像华灯一样，使课文也亮起来了。学习
本文要注意咀嚼那些生动、优美的词句，引导学生积累和运
用。使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首都北京
夜晚的美丽景色，体会北京的变化，增强对首都北京的热爱
之情。

参与教学的市阿城市胜利小学二年八班的学生。本班学生学
习态度积极主动。思维活跃，反映灵活。计算机操作、朗读、
说话、想象、创新能力都很好。而且善于收集信息，处理信



息。

21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有专家这么说：“你打一个盹，睁
开眼睛一看，世界又有新的创造和新的变化。”这真谓瞬息
万变！这也向我们这些教育者提出新的挑战、新的任务――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塑造创新型人
才。目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教学，已成为素质教育
和课程改革的主旋律，教学的实践令我深深地感到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能深化学科的教学，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对提高教学效益大有裨益。

因此我尝试通过《北京亮起来了》这堂语文网络课，努力探
索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学科的整合。

课前精心设计制作课件，创设情境，化动为静，化虚为实，
吸引学生的注意，将他们的兴趣逐步转移到语文学习上来。

叶圣陶先生指出：“一个人有了自学能力和习惯，将一辈子
读书，将一辈子受用。”可见叶老先生认为语文教育思想的
核心就是培养自学的.能力。是呀，授之以鱼，只应一时，授
之以渔，终生受用。教学时，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帮助学生解
决难点，培养朗读的能力。体现信息技术为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解决困难的能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充分发挥多媒体网络独特的优越性，让它提供与课文相关的
大量信息，以供学生学习时自由地查阅。这样在学习课文内
容的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搜索信息的能
力。

我们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自主地选择与图片相应的词
语，通过选择与操作，使计算机真正成为学生学习和创造的
工具，构建知识组织，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节课，试图把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起来，发挥



他无法比拟的优势，将文字、图片、音乐等有机统一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丰富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多种
能力。

北京亮起来了篇四

《北京亮起来了》这篇课文充满浓郁的现代气息，以生动的
语言描绘了我国首都北京灯光迷人的夜景，展示了北京这座
文化古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作者对首都
北京的热爱、赞美之情。王**老师抓住“北京多么明亮，多
么辉煌！”这个中心句展开教学。引导学生找出相关段落和
词语加以理解感悟北京夜晚的美。

一、化难为易，让学生轻松理解词语

在识字环节，王老师设计了先读字，再读词，接着读四字词
语，最后指导读长句子，显示了以读为本，读有目标，读有
层次，从而引导学生在语言环境中学习生字。本课四字词语
很多，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让他们自己理解是非常困难
的，老师直接讲出词语的意思，学生也觉得非常的抽象。王
老师为了让学生轻松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他运用了多媒体
课件，出示“川流不息、金碧辉煌”等词语的图片给学生看，
让学生说，让学生从形象的图片中轻松理解了那些他们觉得
难于理解的词语。

二、重视朗读感悟

学生自主学习后，找到文中体现北京夜晚美的句子，老师和
学生一起交流学习，有个别读，齐读，评价读等，让学生在
读中自悟，在读中抓重点词语。例如：“银河”采用图文结
合进行理解意思，“灯的`海洋，光的世界”通过想象感悟课
文内容，“犹如”利用换词、造句理解词语的意思，这样学
生在阅读、感悟中掌握方法，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本次是王老师第二次授课，较第一次有了很大的进步。建议
在课堂中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主动的去学习，去
发现，主动积极的参与课堂，这样老师也不会觉得讲课累了。
还要合理的安排时间，今天识字环节用时过多，写字环节就
没有落实到位。备课就是为上课做准备的，授课是还要按照
备课的思路走，学会预设，关注学生。

北京亮起来了篇五

一、随文识字，提高识字效果

低年级识字教学是重点。学生识字、认字的过程、如果在一
遍遍的读字，分析字形的过程中进行，太枯爆，学生没有兴
趣，效果也不好，为了克服这点弊端，我采取随文识字的方
法，让学生自主读文，在读文过程中借助书中的文字注音或
工具书（字典）进行自主识字，在自主读文的过程中去认识
生字。正因为如此学生在把课文读正确时就已经达到了认识
生字的目的。为了使学生在每一遍的读文中，都能对生字有
一个重点的认识，我让学生把生字圈起来，运用有意注意与
无意注意的心理学原理，让学生反复在读文中感知生字的音、
形、意来记字。

二、读懂自然段，培养阅读能力

除了识记生字之外，还要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为了落实这
个目标，我采取的是让学生以读懂自然段为基础，理解文章
脉络，从而了解课文内容的'方法。即让学生自主地去读每一
个自然段，了解这段写了什么，读懂了什么？进行汇报后再
提出不懂的问题，更深入的学习文章和词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和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

三、以读为本，读有目标，读有层次

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学习中我采取了大量的、不同形式、



不同层次的读的活动。如：自己读，合作读，指明读，开火
车读，男女赛读等形式。不但如此，学生在读之前心中有明
确读的目标，这样的阅读活动，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每一步
都扎实有效。

除此之外，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学生展
示了一幅幅与课文内容相配套的亮丽的画面，让学生在抽象
语言文本的基础上对课文有深刻的认识。既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同时，直观的画面，与文中一个个美好的词语相呼
应，又有利于学生建立形象的理解词语。教学中，还存在许
多不足，望老师们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