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实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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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篇一

《桥之美》是带说明性质的小品文，与《中国石拱桥》这篇
规范的说明文不同。《中国石拱桥》从桥梁专家的角度说明
中国石拱桥的形式、结构、成就、发展等，让学生获得知识。
而《桥之美》从画家的角度发掘桥在不同环境中所产生的美
学效果。写作目的不同，采用的写法也不同。这篇美学小品
文，作者吴冠中以画家的眼光品评了桥之美。课文先抓住说
明对象总的特征，即“桥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美学
效果”，然后通过具体丰富的例子验证了“桥之美”，文章
语言画面感很强，极富诗意。为此我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教
学设计。

1、准确把握并激活学生的兴趣点

在课文导入中，我使用了这样的导语：每个人眼中的桥又各
不相同。假如你就是农民、就是工程师、就是诗人，你更关
注桥的哪些方面呢？（发言：农民，桥的平坦实用，交通便
利。工程师：桥的形式优美、结构坚固、历史悠久（茅以升
《中国石拱桥》）。诗人，桥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桥的诗境
之美。那么在画家的眼中，桥的魅力又在何处呢？今天就让
我们跟随画家吴冠中先生去感受“桥之美”。以此引入本课
的学习，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文章重点研读的环
节中，我设计了让学生自己根据文本内容赏析苇丛中的石桥、
细柳下的石桥、水天间的长桥、形式独特的风雨桥等诸多画



面，并提示他们既要说出桥美在哪里，还要说说作者是从哪
些方面表现桥之美的。

2、注重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

苏轼有句诗：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事实上，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和实践。读，是学生学习语文的第一技能，也是语文课
堂教学的第一教学法。文字是情感的载体，也是美的传递者，
我让学生在感悟桥之美的时候，先读文章片段，再品味语言，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桥美在何处。之后，又安排了“概括美”
这一环节，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用“我喜欢——，因为它
美在——”的句式，概述文中所说到的桥之美。“乌镇小河
两岸的桥之美，美在与密密的苇丛配合的开阔疏朗。江南细
柳下的桥之美，美在与纤弱的细柳配合的刚柔相济。桥之美，
美在长桥与娴静的`水面配合的灵动和谐。桥之美，美在风雨
桥与险峻的山峰、湍急的流水配合给人的安闲、自在之
感……”听一听学生的回答我明白：学生在阅读中积极主动
的理解和回应，书本潜在的意义才能处于不断的被创造性的
流动之中，学生的心灵才能于书本中的世界融为一体。情感，
态度、价值观是依附于课文载体实现的。它的实现需要老师
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通过学生自己去体验、去领悟。
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注重了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充分
关注教学对象的情感体验。

3、重视学以致用，拓展训练

在这堂课上，我与学生一直处于“对话”的状态，只有在师
生的有效互动中，真正的民主课堂才能建立，也只有在民主
的氛围中，学生才能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在
研读文本之后让学生回想自己生活中见过的桥，运用这一节
课上学到的欣赏桥的审美方法和语言写一写，说一说。将写
与读结合起来。



这堂课在某些环节的设计上，我认为有欠完善的地方，值得
推敲。可以将前面的环节压缩一下，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学生
走进生活，去探寻和发现生活之美。语文课的学以致用，是
值得我反思的第一个方面。最后，学生讨论很是仓促，又加
之教师的引导不够到位，因此未能真正起到训练的作用。需
要在今后的教学中改进。

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篇二

《桥之美》是带说明性质的小品文，与《中国石拱桥》这篇
规范的说明文不同。《中国石拱桥》从桥梁专家的角度说明
中国石拱桥的形式、结构、成就、发展等，让学生获得知识。
而《桥之美》从画家的角度发掘桥在不同环境中所产生的美
学效果。写作目的不同，采用的写法也不同。这篇美学小品
文，作者吴冠中以画家的眼光品评了桥之美。课文先抓住说
明对象总的特征，即“桥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美学
效果”，然后通过具体丰富的例子验证了“桥之美”，文章
语言画面感很强，极富诗意。为此我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教
学设计。

1、准确把握并激活学生的兴趣点

在课文导入中，我使用了这样的导语：每个人眼中的桥又各
不相同。假如你就是农民、就是工程师、就是诗人，你更关
注桥的哪些方面呢?(发言：农民，桥的平坦实用，交通便利。
工程师：桥的形式优美、结构坚固、历史悠久(茅以升《中国
石拱桥》)。诗人，桥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桥的诗境之美。那
么在画家的眼中，桥的魅力又在何处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画
家吴冠中先生去感受“桥之美”。以此引入本课的学习，充
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文章重点研读的环节中，我设
计了让学生自己根据文本内容赏析苇丛中的石桥、细柳下的
石桥、水天间的长桥、形式独特的风雨桥等诸多画面，并提
示他们既要说出桥美在哪里，还要说说作者是从哪些方面表
现桥之美的。



2、注重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

3、重视学以致用，拓展训练

在这堂课上，我与学生一直处于“对话”的状态，只有在师
生的有效互动中，真正的民主课堂才能建立，也只有在民主
的氛围中，学生才能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在
研读文本之后让学生回想自己生活中见过的桥，运用这一节
课上学到的欣赏桥的审美方法和语言写一写，说一说。将写
与读结合起来。

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篇三

从学生的言谈之中了解到学习这篇文章有一定的难度性。为
了能够更好地让学生理清文章的思路，把握教学的重、难点，
我先与学生共同对文本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作者所举的几
个例子加以祥细地分析，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文本。接着便是
进行课堂延伸，让学生结合文章的几幅画面进行赏析与扩写，
或者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桥在不同的优美环境中所起不同作
用的形式美。这一问题的设计实际目的是让学生能体会作家
吴冠中眼中的桥之美。这阶段是训练学生的笔头能力，同时
也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值得欣慰的是，所抽查到的`学
生所读的文章都非常的优美，而且具备了艺术家的“欣赏水
平”，他们能够效仿作者的笔调用画家的眼光来欣赏他们眼
中的画面，将块、线、面融合为一体，描绘出精彩的画面。

为了让学生更充分地了解这一单元的目标与要求，我通过比
较阅读来达到目的。于是将具有规范性的说明文《中国石拱
桥》与《桥之美》这篇说明性的小品文进行对比，让学生从
中总结出这两则的不同之处与相同点。总结之时，学生的满
脸困惑已被笑靥所消融。

在教学中要善于捕捉学生闪现出来的火花，巧妙地引导学生



打开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篇四

我认为学习一篇散文的大致思路是：“整体感知——细处品
味——拓展迁移——体验反思”，重点应放在第二步上。根
据文章写法及内容的不同，制定重点学习的目标。如《桥之
美》可以重点赏析文章语言优美、生动的特色，如“湖水苍
茫,水天一色,在一片单纯明亮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一座长桥,卧
龙一般,它有生命,而且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年龄。人们珍视
长桥之美。颐和园里仿造的卢沟桥只17孔，苏州的宝带桥
有53孔之多，如果坐小船沿桥缓缓看一遍，你会感到像读了
一篇史诗似的满足。”短短几句话使用了描写、抒情、说明
的多种表达方式和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其中“苍茫、水
天一色、单纯明亮、珍视、满足”这些词语都相当富有表现
力和感染力。引导学生就此类语句加以赏析，学会赏析方法，
便会收到举一反三的功效。

红楼春趣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篇五

摇着摇椅，听着涛声，岁月流过眉间这是一篇语言生动的说
明文，又是站在一个画家的角度来写的，12桥之美教学反思。
所以，学生理解起来不太容易。因此，重点就放在梳理文章
思路和把握事物特点上。

首先自读，至少找出五个写桥之美的句子，用“请大家看到，
桥之美在于”句式说话。

然后展示，边找边读。

梳理清楚这些以后，再理清本文的`说明顺序和结构。

学生们的思绪在教师的引导下渐趋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