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之链教材解析 爱之链教学反
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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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爱之链教材解析篇一

在教学本课时，我努力做到：

1、抓住重点，以点带面

高年级的课文篇幅长，内容深，每一段都精讲、细讲肯定是
不现实的。这就要求老师在备课时认真钻研教材，找出课文
最值得讲的内容讲深讲透，以点带面，把相关的片段串联起
来，在教学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既能很好地突破重
点，又能使课堂环节环环相扣。

如在教学课文第一至五自然段中，以第四自然段为突破口，
让学生静心默读，谈谈自己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在交流时，
交流以下三点：一是乔依热心地、不顾一切地帮助老妇人修
车；二是联系前文第一自然段感受乔依生活的贫困；三是联
系课文二、三、五自然段感受老妇人的处境，从而感受乔依
对老妇人的关心。这样一来，课文第一至五自然段的内容被
有机地整合起来。

2、深入文本，抓字、词、句

在引导学生感受乔依热心修车时，通过“蹭破”、“摘下”、
“几乎没有知觉”、“喘着”、“流下来”、“沾
满”、“脏”等字词感受天气寒冷，修车的工作费劲，但乔



依仍然不怕脏、不怕累，卖力地帮助老妇人修车。在体会乔
依生活贫困时，通过“……乔依开着那辆破汽车慢慢地颠簸
着往前走。”“飞舞的雪花钻进破旧的汽车，他不禁打了几
个寒战。”“乔依工作的工厂在前不久倒闭了，他的心里很
是凄凉。”等句子感受乔依的处境艰难。抓住这些重点的字、
词、句，就能深入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

爱之链教材解析篇二

反思自己的教学，让学生关注文本语言，关注课文的细节描
写，关注文本中情节的独特构思，学生自然立足文本，文思
如泉涌。借助文本语言，发展孩子们的语言，给他们提供一
个表达感受，运用语言的平台。这样的课，语文味儿就厚重
了一些。

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一种倾向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掩盖
另一种倾向。矫枉过正，或许是历史的必然。这样的语文训
练与这样的人文感悟似乎成了两大帮派，你说你的，我说我
的，平分天下，平分了我们的语文课堂。这样的语文训练似
乎也少了一些东西，教师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
一味地让他们去表达，学生没能从文本语言中汲取营养，来
丰富自己的表达。一句话，吸收内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感悟文本，运用文本?如何让语文的工具性
落实得更实一些?如何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得更加自
然、和谐呢?我和同行老师又陷入了沉思。

经过慢慢的尝试，我不得不坐下静静地思考：语文是什么?母
语教育学什么?感悟中如何渗透语言文字的训练?翻阅相关书
籍，我认真思考：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是人文性的载体，
人文性蕴涵于工具性之中，没有工具性就没有人文性。人文
是工具性的精，气，神，没有了人文性，工具性也失却了灵
魂，成了毫无意义的死工具。小学作为母语的起始阶段，应
努力追求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而感悟文字背后蕴藏的人文内涵。



基于这种理念，我又在感悟文本，内化语言这一环节中增添
了这样一个学习活动：此时此刻，你就是付出不求回报的乔
依，你就是内心充满感激的老妇人，将要分别，你们会说些
什么?其他环节和第二次一样。我想让感悟落得更实一些。

语文就是语文，只不过更多地体现了一些人文精神而已。要
知道，人文绝非语文一科能够独挡其任，谁能说数学、音乐、
社会、科学、美术中没有人文?因此，语文应当保持其固有的
个性，它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存在的。对于小学生而言，语
文学习就是理解、积累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练就扎实的
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语文能力，濡养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这
篇凝聚着作家思想、灵感，负载着人类文化内涵的文章，潜
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熏陶。这种浸润人文精神的
语文教育，才是语文学科性质的完整体现，才能实现语文教
育的最终目的。

总之，我们的语文教学既不能简单否定语文训练，片面强调
人文性，又不能置人文性于不顾，一意孤行地抱住工具性不
放。只有在夯实语文工具性的同时，科学合理地进行人文精
神的教育和熏陶，才能全面实现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和谐统一。

爱之链教材解析篇三

不足之处：

1、导入不够明确，让人误以为是上第一课时。其实可以先直
接回顾上节课所学，“什么是搭石?”后再一起去看看作者刘
章的家乡(欣赏家乡风光图，说感受)，接着引出作者心中的
那一道独特的风景——“搭石”。这样就不会有疑问了。

2、整堂课的时间分配稍有偏前，后面略显仓促。应该要很清
楚每一部分的重难点：全文5段，第1段弄懂“为什么搭石?什
么是搭石?”(第1课时)。第2段清楚“谁，怎样摆搭石?”第3



段明白“怎样走搭石?”第4段理解“遇到特殊情况怎样过搭
石?”第5段“赞搭石”。其中“摆和走搭石”中都蕴涵着乡
亲们美好的情感，应作重点把握。实际上课时各环节衔接如
能再紧凑些，时间安排上也会更宽裕。

3、对个别词句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明确。

“轻快的音乐”应该是有很明显的节奏感的，速度可慢可快，
只要协调就可以，而不是一定要快的。“踏踏”的声音，是
脚踩搭石发出的响声，老师在引导体会时不应该直接
发“踏”的音，而是做好师生接读训练。老师说“前面的抬
起脚来”，学生接“后面的紧跟上去”……重复几次，速度
可由慢到快。让学生体会“前面的慢，后面必须慢，前面的
快了，后面必须得快。”从而明白什么是“协调有序”，什
么是“像轻快的音乐”。

另外体会“画一般的美感”时，一定要点一下，可以结合前
面看过的秀美家乡风光图片，也要牢牢抓住这里的“清波漾
漾，人影绰绰”去体会。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感受到“画一般
的美”。

爱之链教材解析篇四

《爱之链》教学反思

今天这节课，我从小说的三要素入手，与学生一起品读这篇
小小说，效果应该是不错的。特别是品读环境描写的语句，
我们抓住关键词语，体会了环境的特点，从而使学生明白这
样的环境描写是能烘托人物的心情、处境的'。课堂作业就让
学生仿照课文的写法，想象餐馆里屋的环境，写一段话，并
用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

从作业反馈看，大多数学生能写出具体的意境，表现人物对
未来充满了希望。学完课文，又补充阅读了《一杯牛奶》，



这时再诵读了《练习2》上的诗歌《我不期望回报》，思想主
题鲜明极了，可谓水到渠成。

爱之链教材解析篇五

学生读书的过程就是他与文本对话的过程，把学生对文本语
言的感受与朗读相结合，做到将文章的语言内化为自己的感
受。用外化的朗读表达促进内化的吸收。我在《爱之链》这
篇课文的教学过程中，始终都是运用这种教学理念贯穿其中。

本课课文篇幅长，但内容并不深奥，每一段都精讲肯定不现
实的。为了避免繁琐的讲解，我在钻研教材时，就发现这篇
课文第四小节是课文第一部分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语言、
感悟语言的绝好的材料。在课堂教学中，第一部分的教学，
就以第四小节为突破口，让学生反复读第四小节，每次读都
有不同的要求：1、自读课文，找出乔依具体帮助老妇人的小
节;2、抓细节读，细细品读描写乔依帮助老妇人很卖力的语
言，你从中感悟到了什么?指导学生读好这段话，感悟运用细
节描写的作用，并积累细节描写的语言;3、感悟读，读了这
一节你头脑中浮现出什么画面?你体会到了什么?然后再指导
朗读，感受乔伊帮助老妇人的真心诚意;4、揣摩人物的内心
后再读5、学生静心默读，谈谈自己从细节描写中发现了什么。
这样以点带面，把相关的片段串联起来，在教学时形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这样既能很好地突破重点，又能使课堂环节环
环相扣。

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不能游离于具体的语言文字之外，如果脱
离了具体的字、词、句来谈感悟，那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
楼阁。在教学中乔依热心修车时，引导通过“蹭破”、“摘
下”、“几乎没有知觉”、“喘着”、“流下来”、“沾
满”、“脏”等字词感受天气寒冷，修车的工作费劲，但乔
依仍然不怕脏、不怕累，卖力地帮助老妇人修车。在体会乔
依生活贫困时，通过“……乔依开着那辆破汽车慢慢地颠簸
着往前走。”“飞舞的雪花钻进破旧的汽车，他不禁打了几



个寒战。”“乔依工作的工厂在前不久倒闭了，他的心里很
是凄凉。”等句子感受乔依的处境艰难。抓住这些重点的字、
词、句，就能深入文本，走进人物的内心。乔伊虽然生活贫
困，但他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他认为帮助别人是天经地义
的。透过人物的内心感受人物的精神品质。

对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掌握学习方法非常重要。《爱之链》
这串爱的“金链”上有两个小故事，在课堂教学中，我指导
学生精读第一个小故事，而这第一个小故事，着重又是第四
小节(乔依对老妇人具体帮助的小节)的朗读感悟，而对第二
个小故事，则放手让学生自学，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把课本的
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这种由“扶”到“放”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运用知识学会学习，给学生创设平台，展示自己的才
能。

在学完全文后，我引导学生以“爱是什么”为开头说几句小
诗，表达自己对“爱”的感受，紧接着便练习写“乔依醒来
后……”。将对文章的语言理解进行升华感悟，在语言理解
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想象的过程也是对文章内化的过
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升华文章主旨。

教学后，总体感觉比较顺利，但课后反思，不免有一些缺憾：

2、由于教学时间的原因，对老妇人的这个人物形象的感悟有
所忽视;

3、学生的内心还不能真正走进文本，并不能从感动中学会关
爱，从学生的朗读可以见一斑

3、一部分学生当堂未完成小练笔，完成的同学没有达到预期
的效果，说明学生还是没有真正走进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