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看雪教学设计 看雪教学反思(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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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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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雪教学设计篇一

上完《湖心亭看雪》，我回味无穷：短文长教，简文丰教真
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啊！

这份美好，诞生于以下“突破”。

以“读”突破。从最开始的全文朗读到重点句子的品味
读，“读”是整堂课的主线。在读中寻找疑问，在读中解决
疑点，在读中体会心情，在读中丰满人物。“读”既是手段，
又是目的。“读”中自有山重水复疑无路，“读”中自会柳
暗花明又一村。读出了兴趣，读出了韵味儿，读出了精神，
读出了灵魂。“读”是主旋律，“读”也成了文言课堂最大
的亮点。

感到不满足的是：学生思维的起点有好些处还开始于老师预
先设计好的的“导”，如果能彻底地实现课堂思维从学生始，
那样的课堂才是真正属于学生的啊！

看雪教学设计篇二

我将本文的教学目标设定为：1.积累一些文言词汇，培养阅
读文言文的能力；2.感悟作者的情感，反复诵读，并背
诵；3.感受作品的景物描写，掌握并运用白描手法。



针对目标，我设置了如下教学环节：1.导语；2.展示教学目
标；3.学生介绍作者及创作背景；4.朗读课文，对照注释疏
通文句，整体感知文意（这里包括教师范读、学生自读、教
师正音、学生自主学习借助注释疏通文句、小组讨论，质疑、
学生教师答疑、检查自学）；5.合作探究，理解作者的精神
世界（这里包括学生质疑，学生老师答疑，小组讨论，教师
总结形成板书）；6.师生共同品读文中描写雪景的文字，学
习白描手法（这里包括对白描手法的介绍，使用白描手法的
范例）；7.总结语。

回顾这节课，我觉得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改进
的地方，总结反思如下：

1、成功的地方在于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体现得十分清楚，比较
充分地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堂课中，几乎
没有对课文的思想内容提出什么问题，主要通过学生的读来
读懂、理解课文，感悟语言文字的美。如在读、议、品的环
节里，我始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学生喜欢哪句我便导
哪句，打破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听的模式，而改为学生学，
老师导，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如在学生读得有滋味
时，老师也参与他们的朗读。学生读之后自己再读，把自己
当作了学生参与到学生朗读中，学生再反过来评老师的朗读，
从学生的评议中，我巧妙地指导了学生的朗读。这样教师转
变角色，作为学生的一员共同参与学习，这种改变一种形式
进行朗读示范，使学生感到亲切，融洽了师生感情。

2、对文中重难点的把握要到位，深入。可以说学生对作者情
感的把握还可以，但是对本文写作上的特点出力不到位，使
学生不能很好理解。首先，本文巧秒地将记叙、描写、抒情
三种表达方式融为一体，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我只
是给学生总结了出来，没有让学生先感知一下，让学生去总
结，理解会更深刻；其次，对于白描手法的处理有些脱离文
本，轻轻点水。白描手法的定义给学生讲得过于概括、抽象，
学生很难理解，其实课后第二题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白描。



讲完定义后老师应该结合文本将一下白描在本文的运用，使
学生能够有一个直观的认知。

3、要充分发挥小组长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学生充分参
与到课堂中来，同时，教学效果也能大大提高。

4、这节课如果能够借助多媒体，有些缺点就可以弥补。比如
可以加入一些画面，音乐，可以让学生进入到看雪的情境中，
感受作者的情怀，多媒体的运用也让条理更清晰。

看雪教学设计篇三

《看雪》这篇课文是人教版二年级上学期教材中的一篇课文，
课文通过描写台湾师生渴望到北京看雪景暗示了台湾人民盼
望祖国统一的情感。根据《课程标准》的需求我确定了三个
教学目标。一是认识10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二是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中老师和孩子们对雪、对北京
的向往之情。三是有盼望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教学的重点难点都是识字、写字，体会课文蕴含的思想感情。
课前预习是布置收集相关的台湾历史、现在等方面的资料。
安排为两个课时完成。下面就学完课文后，回顾课堂教学的
经过做一点记录和反思。

一、教学流程相机而定：

一般情况下，我教学一篇课文，总是第一课时教学生字词并
指导书写，第二课时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的感
情。这种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弊端，它脱离一定的语境去学习
生字，学生学得困难，记得不牢。可是，由于语文课以一般
一天只有一节，你也只能这样做。刚好在教学本课时，我有
两堂连堂的课，我就采用了先读通课文，再学习课文，最后
检查复习生字词，再指导书写的教学步骤。这样做，就能在
一定的语境去学习生字词，学生很轻松的就会了。老师也不
必给什么特别的心思叫他们记住这些生字。为什么没有连堂



的语文课就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呢？主要是因为作业，第一天
学完生字能完成抄写生字的作业，哪怕字看得再眼熟，不手
抄总是不行的，俗话说得好：“眼高手低”。第二天学完课
文后，完成语文《基础训练册》，摘录好词好句等。这样作
业的分量能因分开而适中，作业的层次也有字词到句段，合
乎小孩认识事物的规律。

二、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可小看。

当我教学“接着”的“接”时，张雨虹同学举手，（这是因
为平常我养成了让他们举手发言，可以打断老师的讲课，所
以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们有了发现都立刻举手），我请他站
起来说说有什么问题，她说：“接着”是动词。还作了一个
动作，我刚表扬她说得对。石旭同学也举手站起来说：“接
着”表示先干了什么，现在又接着干什么。“你们俩说得都
对，说得真好，表扬他们俩。”我不禁这么说，并顺势告诉
同学们“接着”的确有两种意思，要看具体的那一句话，才
能确定它是什么意思，在本文它在哪句中出现，读一读，告
诉我，它是什么意思。同学们当然一读就明白了。我又说其
实文中有许多词都像“接着”一样有好几个意思，同学们一
定要多读书，根据句子、一段话去思考才能弄清一个词的真
正的意思。

三、调动人体的各种器官参与理解课文内容。

在本文的教学中，当教到欣赏橱窗里的雪景时，我加进了科
文中没有的一种小朋友平时用手玩雪的感觉叙述，说：“雪
看起来是什么颜色，美不美？摸起来呢？用手捏捏呢？”一
下子拉进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使学生倍感亲切，调动了学
生学问的兴趣，他们乐意走进文本去读文。其实，这篇课文
讲的情感离孩子太遥远了，孩子们哪里懂得祖国统一的重要，
哪里会有那么强烈的盼望台湾回归的愿望，读文之后，把他
们收集的相关资料和我准备的资料一起交流交流，才能让他
们初步了解祖国统一的重要性，有了盼望台湾回归是好事的



想法。调动人体的各种感官去感受文字，能将枯燥的文字，
死静的课堂变成有趣的文字和活跃的课堂。

看雪教学设计篇四

生1：是知音，从文末舟子的话‘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
公’中得知。

生：从‘痴”中看出他们痴迷于天人合一的山水之乐，痴迷
于世俗之外的闲情雅致。

生2：不是知音，从‘强饮三大白而别’中看出，张岱是一个
比较孤傲的人。

有位教育家曾经这样说过：“教学的艺术全在于如何恰当地
提出问题和巧妙地引导学生作答。”这位老师在《湖心亭看
雪》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引导学生更深刻地体会作者张岱的
性情特点，设计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张岱与亭上两
人是知音吗？当然，学生也很聪明，很快就在老师的引导下，
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各自的理解。当学生回答：“不是知音，
从‘强饮三大白而别’中看出，张岱是一个比较孤傲的
人。”老师若能再追问“文中还有什么地方能看出他孤傲的
特点吗？”引导学生从明明有舟子陪同，‘与余舟两三粒而
已’，却说‘独往’湖心亭看雪中读出他是个孤高自许的人
就更好了。但不管怎样，这个问题还是激起了学生思考的兴
趣，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提高思辨能力。所以，我认为，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还应该体现在课堂提问的启发性上。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这一门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
领的。”所以语文课一定要紧紧抓住课文的语言文字，突出
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引导学生在感知课文“写什么”的
基础上，深入到课文内部，揣摩“怎样写”“为什么这样
写”，理解语言文字的表情达意功能，领会作者运用语言的
匠心。只有这样做，语文课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既符合语



文学科本色特点，又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效训练。上述三个
教学片段中，我们发现两位老师都很注重引导学生透过语言
文字去品析景物特点，这些过程都体现了浓浓的“语文味”，
他们的问题设计应该是有效的。

看雪教学设计篇五

《湖心亭看雪》是一篇文言小品文，是张岱的代表作，出自
回忆录《陶庵梦忆》，写于明王朝灭亡以后。对故国往事的
怀恋都以浅淡的笔触融入了山水小品，看似不着痕迹，但作
者的心态可从张岱的文集中探知些许。

这篇文章描写的冬天在西湖看雪的美景是文章的中心内容。
在组织教学中，我将本文的教学目标设定为：1.积累一些文
言词汇，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2.感悟作者的情感，反复
诵读，并背诵；3.感受作品的景物描写，掌握并运用白描手
法。针对目标，我设置了如下教学环节：

1.导语；介绍作者及创作背景导入；

5、总结语。

回顾这节课，我觉得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很多需要改进
的地方，总结反思如下：

1、成功的地方在于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体现得十分清楚，比较
充分地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堂课中，几乎
没有对课文的思想内容提出什么问题，主要通过学生的读来
读懂、理解课文，感悟语言文字的。

如在读议、品的环节里，我始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线，学
生喜欢哪句我便导哪句，打破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听的模式，
而改为学生学，老师引导，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如
在学生读得有滋味时，老师也参与他们的朗读。学生读之后



自己再读，把自己当作了学生参与到学生朗读中，学生再反
过来评老师的朗读，从学生的评议中，我巧妙地指导了学生
的朗读。这样教师转变角色，作为学生的一员共同参与学习，
这种改变一种形式进行朗读示范，使学生感到亲切，融洽了
师生感情。

2、对文中重难点的把握到位、深入。可以说学生对作者情感
的把握比较到位，但是对本文写作上的特点探究不到位，学
生不能很好理解。

其次，对于白描手法的处理有些脱离文本，轻轻点水。白描
手法的定义给学生讲得过于概括、抽象，学生很难理解。讲
完定义后老师应该结合文本将一下白描在本文的运用，使学
生能够有一个直观的认知。

3、赏读环节注重通过品读来理解文本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感
情。在教学过程中，我以读为主，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
似相公者！”中的“痴”为切入点，通过找“痴于行”、
赏“痴于景”、说“痴人”三个步骤悟“痴心”。

对文中描写雪景的句子“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
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
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进行赏析、品读，使学生能较好地走
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

4、要充分发挥小组长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学生充分参
与到课堂中来，同时，教学效果也能大大提高。

5、这节课如果能够充分借助多媒体，有些缺点就可以弥补。
比如可以加入一些画面，音乐，可以让学生进入到看雪的情
境中，感受作者的情怀，多媒体的运用也让条理更清晰。

叶圣陶先生说：“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不教”。在教学中不仅
要让学生获得知识和信息，更需要让学生自如地去运用它们。



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引导、指
导学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