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赶海教案反思 赶海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赶海教案反思篇一

《赶海》是苏教版第六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叙述
了“我”童年时代跟着舅舅赶海的一件事，抒发了“我”热
爱大海，热爱童年生活的真挚情怀。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浅
显，文字充满童趣，在教学时主要通过指导学生朗读来领会
课文内容，训练学生的语感。

一、激情入境

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
读的习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就要努力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学习氛围，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
新知识的活动中去。

一开课，我就出示了有关大海的优美画面，唤起了学生对大
海的美好印象，接着让学生用一个词来表达对大海的印象，
最后自然地引入课题“赶海“，这样做既丰富了学生的词汇
量，又为学习课文作了铺垫，同时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求
知欲。

二、以读感知

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反复让学生进行朗读，每一遍都有不
同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在读中理解课文，在读中感悟课文。

在读书前，学生已经针对课题进行了质疑，所以他们迫切地



想通过学习来寻求解答。一开始，我让学生自己来提出学习
要求，在第一次读书中解决了生字新词和读通课文。第二次
读书时，我让学生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通过阅读来理解课
文内容，初步理清了课文脉络。第三次，我让学生带着一定
的感情，配上音乐来读书，学生进一步感悟了课文。这样一
次一次的阅读理解，全体学生都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学生
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大纲》中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
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
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学生自主学习，既
避免了教师的烦琐讲解，又培养了他们独自发现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在学生活动、自主探索的基础
上。同时，通过反复的阅读，学生逐步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
感悟和内化，促进了语感的积淀，并将感悟品位的文字通过
激情朗读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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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海教案反思篇二

《赶海》是一篇婉转动人、带有浓浓童趣、童真的课文。全
文的内容也紧紧围绕“趣”字来展开，重点描写了“追浪
花”、“摸海星”、“抓螃蟹”、“捉大虾”等场景来展开



的。语句读来妙趣横生，情景交融，留有回味的地方很多。

一、做得比较好的方面：

1、在执教这篇课文时，我一直立足于本课的“趣”，设计了
多个环节引导学生们去读趣、找趣、品趣、说趣、演趣。因
此，本节课的优点是课堂气氛和谐，课堂充满了生命活力，
学生敢说、敢读、敢演，真正做到了生生互动、师生互动。

2、把学生带入情境。一开始上课，我首先播放了《大海啊，
故乡》这首歌曲，欢快的旋律萦绕在课堂里，立即让学生们
的思绪插上了翅膀，她们想到了美丽的大海，想到了在海边
捉贝壳的情形，急着赶快进入到课文的学习中，有效地激发
了学生的求知欲。

3、抓住赶海“趣”字，再现赶海的快乐。文中描写了追浪花、
摸海星、抓螃蟹、捏大虾几件事，我便采用让学生读读、想
想、演演、再读读的方式去再现课文的情境。如有个孩子在完
“摸”的动作后，“摸海星”这段时，读得特别慢，我笑着
问他：为什么这样读？并通过对比读，更能体会那一声摸到
海星后“嘿”的惊喜了！

在理解“抓螃蟹”、“捉大虾”重点部分时，除了读之外，
还加上了生动的表演，其实孩子们在表演中已理解了文本，
通过不同的表演让孩子们体会文中“威风的大虾再也神气不
起来了！”的句子，学生们在兴致勃勃中对动词“捏”的准
确使用更心领神会了。当然我所指名表演的是班上比较有表
演天分的学生，他的一声“哎哟”以及不停地甩手等，为课
堂增添了好的气氛，在“捏大虾”我让他伸手头顶扮大虾，
并说说大虾的想法，好多学生畅所欲言，精彩的语句给课堂
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4、以读感知。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反复让学生进行朗读，
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在读中理解课文，在读



中感悟课文。这样一次一次的阅读理解，全体学生都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

此外，我利用多种形式、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读，让学生在
美美地读中品味《赶海》的情趣。同时，通过反复的阅读，
学生逐步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感悟和内化，促进了语感的积
淀，有利于以后写作水平的提高。

二、需要改进的方面：

1、语文课上要有琅琅读书声。这里说的“充分地读”，并非
是无目的、无要求的泛读，我们提倡的朗读是一个要求逐渐
提高，螺旋上升的训练过程，是指有理解、有体验、有感受、
能传情达意，包含着读者以良好的基本功，对文本的思索与
体验的朗读。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根据对文
本的理解大胆朗读。

2.我再一次体会到了教学机智，感受到了教师备课、精心设
计各种有新意的教学思路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
学生的“学”“悟”服务，让学生更有兴趣、更轻松地学习，
丰富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读写能力，从而提高语文素养。

这节课学习“追浪花”和“捉螃蟹”时，没有彻底放手让学
生品读和感悟，多少有点牵着学生鼻子走过场的痕迹，令人
遗憾。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进一步深钻教材，灵活运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小主人。

赶海教案反思篇三

《赶海》这篇课文对于我们南方的孩子来说，是充满吸引力
的。不要说赶海，就是真正的海，亲眼看过的同学非常少。

教学伊始，我就故意对孩子们说：“同学们，这篇课文对于
你们来说，一定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



说吗？”“因为这篇课文是写小孩子的。”“因为这篇课文
的内容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向往大海。”……
接着和孩子们一起谈“赶海”到底是什么意思。（“赶海”
的含义大部分同学都还不太明白）

初读课文之后，我问：“读了课文后，能不能用一个字来概
括一下你读后的感受？”这个问题刚一提出来，我就发现难
度可能大了点。许多同学都面露难色，我刚想换个说法，降
低问题的难度，又惊喜地看见了有几双小手高高举起。“乐。
”“趣。”“为了表现赶海的趣，作者抓住了哪几件事来写
的？”学生很迅速找出了“追浪花”、“摸海星”、“抓螃
蟹”、“捉龙虾”。“这几件事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为
什么？比较详细的是哪一件？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通
过这几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从不同的角
度去感悟赶海的快乐。有趣的几个情境，还让小组的同学进
行表演，使学生入境悟情，加深情感体验。

赶海教案反思篇四

《赶海》一课，初看题目就觉得非常有趣，以此为题，既突
出了课文叙述的中心内容，又激发了读者兴趣，引人入胜。
课文叙述了“我”童年时代跟舅舅赶海的一件事，抒发了作
者热爱大海、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课上完了，但心中有着
对这堂课的一些感想。

对于课文导入前的一段声音、画面多媒体的结合——《大海
啊，故乡》，一下子就吸引学生注意力，他们的情感得到升
华，仿佛自己就是来到了大海边，与小作者同赶海，以情感
共鸣的开端就牢牢把握学生学课文的兴趣，随即学生边回忆
边背出第一小节内容，我还发现个别学生的脸上起着微妙的
变化，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在接下来的讲读课文中我觉得
自己在处理每段内容的讲解方式上较以前进步多了，至少我
脑中有思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多朗读，通过多
种形式的朗读实践，来领会课文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的语



感，努力使自己做到讲课条理清楚，重视以学生为主的教学
方式，有时我通过这样的提问：你觉得课文中的哪些语句写
得特别有趣？为什么？你能读得让别人也觉得十分有趣吗？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引导他们从理解语言、感受形
象入手，在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自己真正朗读的本领，以便
举一反三，学生就会学到知识，因而课堂上学生的朗读水平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培养学生运用恰当的朗读技巧，还
应是我在教学中不断摸索的又一新问题。

当然，说了些自己对本堂课较满意之处，对于本堂课我也知
道自己存在不足之处，课上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大部分学
生动手画语句时，交流朗读时，倾听与说话之间的关系部分
学生没有明确，少数同学在做各自的事情，我觉察到了，更
使我想到的是自己要通过生动的教学语言吸引住学生，让他
们在老师的带动下读好课文，理解课文，语文教师就应发挥
自己的特长，以生动、简洁的语言引导学生，这样，学生注
意力就会慢慢集中起来。虽然我是在讲课，但是我提出的问
题都必须清楚，让学生知道老师问题的意思和接下来做什么，
思维始终要跟着老师转，而在这堂课中，我引导学生理解课
文时所提出的问题，采取的措施还未能让学生领悟，我本人
是清楚的，但重要的是让学生听懂和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
运用一种使学生能够接受的语言来领悟问题的内涵。这样，
学生不但能集中注意力，课堂上也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每上完一堂课，心中就有点滴的感想，既有改进之处，
又有不足之处，关键是今后对于自己有薄弱的教学方面能认
识到，还应多下功夫，无论是备课还是在课后都要稳稳当当
做好每一步，争取在以后的课堂上有不错的表现。

赶海教案反思篇五

《赶海》是苏教版三年级的一篇课文，文章以倒叙的方式为
我们回忆了“我”在童年时代跟舅舅赶海的“趣”事。全文
的内容紧紧围绕“趣”和“乐”来展开，重点描写了“追浪



花”、“摸海星”、“抓螃蟹”、“捉大虾”等有趣的场景。

课前，播放《大海啊，故乡》这首旋律优美，意境深长的歌
曲，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教室，唤起学生对大海的美好印象和
无限向往。在课文结束时，《大海啊，故乡》的旋律又一次
响起，让学生随着美妙音乐进入意境，再次回味赶海的乐趣。
还有追浪花时的视频、摸海星和捉螃蟹时创设情境，都是为
了让孩子更好的体会赶海的乐趣。

在这篇课文里，值得学生学习借鉴的地方不少，在教学时适
时渗透方法，引导学生领悟，并帮助学生总结方法：

（1）引导学生仔细把第一、第五自然段读一读，说说你发现
了什么？――课文以词开头，在词中结尾，首尾呼应，这样
写更加突出了赶海的的乐趣和难忘，引导学生以后可以把这
种方法试着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

（2）这篇课文里作者用了很多动词和语气词，如：抓海星的
时候用了“摸呀摸呀、嘿”，捉大虾时用了“捏、咦、哦”，
还运用了比喻句和拟人句，这不仅让语言活泼了，还让这些
事更有趣味性。在生活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引导学生学
一学作者的写作方法，写一写自己的生活，把快乐与大家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