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原教学反思(精选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草原教学反思篇一

《草原》是教科版五年级下册的一篇精读课文，是我国著名
作家老舍的作品。他把自己第一次见到草原的真情实感告诉
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草原的天美、地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
民热情好客，歌颂了民族大团结。学习课文，就是让学生理
解这些美，从中受到美的教育。教完本课，细细反思，成功
之处喜悦作为经验，不足之处不馁作为改进的目标。

上课伊始，便播放草原的课件，让学生看到优美的画面，听
到动听的音乐，把他们带入辽阔美丽的大草原。学生在教师
创设的情境中，欣赏着蓝天白云，碧草盈盈，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程结束，以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来结束
今天的学习，让学生在回过头来美美的聆听那草原的赞歌，
再次受到美的熏陶。

这一环节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读为本，以自主发展为
灵魂的教学思想，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
使全体学生在积极的参与和协作中主动读书、自觉感悟，主
动发展。

这篇文章结构清晰，着重记叙了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
草原看到的美丽景色和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在
研读草原景色部分时，我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多种形式，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通过抓住重点语句感悟想象感受到草原的美丽、辽阔。例如：
各种形式的读，个人读、自由读、默读、教师引读、集体诵
读、配乐朗读等，通过读加强学生读的能力的培养，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较好地落实了教学
目标，即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再如，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语句
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并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表达出草原的
辽阔壮美以及自己的喜爱之情。此时，学生各抒己见，教师
适时点拨。尤其是写作方法的点拨：用对比的方法写出了草
原的天的可爱，美丽;把写景物和感受紧密结合起来;用比喻
句，把羊群比大花具体恰当地把羊群在草原上的美表现出来。
此训练比较到位。

针对教材的实际和学生的年龄特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式，引导学生联系语言环境和实际生活理解课文，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第一段写景语言优美，又是老舍先生的作品，
敢不敢向老舍先生挑战，用自己的语言和感受把“一碧千里，
而并不茫茫”的美景重新进行描述，把学生的思维推向一个
新的台阶。学生想象，草原上都有什么呢?用有( )，有( )，有
( )的句式进行描述，真正理解到为什么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
而后教师及时给予肯定，在赞扬声中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了。
在理解作者的感受：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
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这句时，引导学
生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惊叹的是什么?为什么会
觉得舒服??久立四望、低吟小诗为什么?分层次去理解突破教
学难点。帮助学生体会作者惊叹的是那从未见过的一碧千里
而并不茫茫的大草原，舒服的是草原浩瀚，生机勃勃，充满
活力，视野开阔，心胸豁达，令人心旷神怡;愿久立是因为草
原景色迷人，想坐下是因为眼底美景沁润着心田，引发起激
情，要抒发，要表达。然后拓展学生的思维，如果你就在老
舍身边，你将怎样抒发你此时的心情?使学生深层次体会到草
原的美。

读懂课文，使学生从中受到伟大祖国地域辽阔，景色秀丽，
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教育是本课的教学目标之一，应在课文



第二部分重点体现。主要通过学生自学，小组交流概括出主
人热情好客表现在：迎客、相见、款待、话别几个方面，从
而使学生感受到草原的景美，人更美。以突破教学重点。这
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在本节课教学中，
这一点我体现得不够明显。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比如，学生放手不够，有迁的迹象;教学
目标落实的不实，如背诵第一自然段，流于形式;教学中的点
拨语，过渡语，总结语缺乏感染力。在今后的教学之路上我
将扬长避短。

草原教学反思篇二

《草原》是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作品。他把自己第一次见到
草原的真情实感告诉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草原的天美、地美，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热情好客，歌颂了民族大团结。学习课
文，就是让学生理解这些美，从中受到美的教育。

一、 创设情景，熏陶感染

上课伊始，便播放草原的课件，让学生看到优美的画面，听
到动听的音乐，把他们带入辽阔美丽的大草原。学生在教师
创设的情境中，欣赏着蓝天白云，碧草盈盈，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程结束，以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歌》来结束
今天的学习，让学生在回过头来美美的聆听那草原的赞歌，
再次受到美的熏陶。

二、 抓住重点语句感悟想象景美

这一环节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读为本，以自主发展为
灵魂的教学思想，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
使全体学生在积极的参与和协作中主动读书、自觉感悟，主
动发展。



这篇文章结构清晰，着重记叙了老舍先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
草原看到的美丽景色和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在
研读草原景色部分时，教师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多种形式，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通过抓住重点语句感悟想象感受到草原的美丽、辽阔。
例如：各种形式的读，个人读、自由读、默读、教师引读、
集体诵读、配乐朗读等，通过读加强学生读的能力的培养，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落实教学目
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再如，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语句说出
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并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表达出草原的辽阔
壮美以及自己的喜爱之情。此时，学生各抒己见，教师适时
点拨。尤其是写作方法的点拨：用对比的方法写出了草原的
天的可爱，美丽；把写景物和感受紧密结合起来；用比喻句，
把羊群比大花具体恰当地把羊群在草原上的美表现出来。

教师要发挥创造性，针对教材的实际和学生的年龄特征，采
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联系语言环境和实际生活
理解课文，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第一段写景语言优美，又
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敢不敢向老舍先生挑战，用自己的语言
和感受把“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美景重新进行描述，
把学生的思维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学生想象，草原上都有什
么呢？用有（ ），有（ ），有（ ）的句式进行描述，真正
理解到为什么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而后教师及时给予肯定，
在赞扬声中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了。在理解作者的感受：这种
境界，即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
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这句时，引导学生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感受，惊叹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舒服？？久立四
望、低吟小诗为什么？分层次去理解突破教学难点。帮助学
生体会作者惊叹的是那从未见过的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大
草原，舒服的是草原浩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视野开阔，
心胸豁达，令人心旷神怡；愿久立是因为草原景色迷人，想
坐下是因为眼底美景沁润着心田，引发起激情，要抒发，要
表达。然后拓展学生的思维，如果你就在老舍身边，你将怎
样抒发你此时的心情？使学生深层次体会到草原的美。



三、 选精彩段落感悟人美

第二部分重点体现。主要通过学生自学，小组交流概括出主
人热情好客表现在：迎客、相见、款待、话别几个方面，从
而使学生感受到草原的景美，人更美。以突破教学重点。这
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在本节课教学中，
这一点体现得不够明显。

主要问题：

1、 学生放手不够，有迁的迹象。

2、 教学目标落实的不实。如；背诵第一自然段，流于形式。

3、 第二部分处理的较仓促。

4、 教师的点拨语，过渡 语，总结语缺乏感染力。

草原教学反思篇三

《草原》这篇老舍的散文，字里行间浸润着浓郁的草原风情：
那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那马上迎客、把酒联欢、依依话别
的动人情景，那纯朴、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都令人难以
忘怀。本文是作者第一次访问内蒙古大草原时的所见、所闻、
所感，并通过这些所见、所闻、所感，赞美了草原的美丽风
光和民族之间的团结。

这是本学期的第一节课，我充分的进行了准备，希望能给班
级的孩子们一个快乐学习的课堂。

1、充分运用了多媒体，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
于刚开学的学生起到了很好的调动和收心效果。

2、开展活动，突破难点。我设计了以下活动：



a：创设情境，模拟蒙古包外见面握手的场面。

b：假如你是客人，你会说些什么？假如你是主人，你又会说
些什么？

c：如果我就是蒙古族同胞，我来到美丽的阳城观光旅游，你
们会怎样招待我？

这些情境的创设、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在深刻的感悟中，在语
言的练习中，将“蒙汉情”升华为“民族情”。这一教学重
点和难点得到了很好的突破。

1、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好。老师在二至五段的学习中
放手不够，使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质疑、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

2、教师语言还不够优美，激励评价还应更有针对性。

3、课堂上读的层次和形式还应更多样一些，有效一些。

草原教学反思篇四

本堂课的教学设计思路能打破常规，从现象到原因层层探究，
遵循学生（从形象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知特点，最
后联系现状提出草原文化拯救，上升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整
堂课设计逻辑严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引导作用，师生互动较好。

（二）不足

1、教学活动设计缺乏创新，看视频模拟旅游，小组合作探究
讨论，师生问答形式较传统。

2、教学过程中，由于板书设计位置不准确导致与幻灯片的播



放顺序未匹配，使教学环节出现瑕疵，如果幻灯片播放顺序
做成超链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后要注意。

3、最后一个环节拯救草原文化这一活动，在操作过程中没有
落实到位，一方面固然有时间因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教师本身在设计时考虑欠周到。

（1)如果草原环境进一步恶化，会对草原文化带来什么影响？

（2）为了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和草原文化，你有哪些建
议？”两个问题将第一个问题一笔带过，重心放于第二问，
其实关于第一问的探讨更有利于学生对草原与草原文化之间
的关系的理解。今后要深入思考，周全考虑。

草原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写的是早晨，草原从睡梦中醒来，
牧民们赶着羊群去放牧的情景，展现了草原一片繁荣兴旺的
新气象。可草原离孩子们的生活太远了，农村孩子亲眼见的
机会可以说不可能（我们老师也不一定人人见过），这就要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借助文本的朗读来体会。因此，
我借助网络准备了草原风光图及跟课文基本相符的视频资料。
把学生带进情境，读中去感悟。

教学伊始，我先让孩子们在我的配乐朗读中无拘无束地想象
草原景象，然后播放课件，让学生欣赏一段优美的草原风光
图片。这两次感知，一虚一实，前者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广阔
的想像空间，让学生通过倾听老师的诵读展开积极的思维活
动，每个学生都可以产生建立在自己已有经验之上的独特感
受；后者给学生提供了真正的草原图景，丰富了学生的表象，
弥补了因地域差异、经验缺乏而可能造成的学生想像的缺憾。
这样虚实结合，两次感知，层次分明，帮助学生自己用心参
与，逐步构建起草原的印象，缩短了草原和学生的距离。



贴近了草原，再要求学生通过朗读体会出草原的美丽和热闹
就不再是个难点。《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要“尊重学生的
阅读体验”！是呀，从低年级就应该开始训练学生独特的阅
读感受！因此，这节课我就试着做了，结果让我收到了一份
喜悦！如指导朗读“铺满新绿的草原醒来了。”我引
导：“读了这句话，小朋友似乎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
的学生说：“我看到美丽的花儿醒了！”有的说：“草儿也
醒了，伸了伸懒腰！”有的说：“我听见羊儿在羊圈里咩咩
地叫着！”还有的说：“牛儿马儿也醒了，牧民们甩着鞭子
准备去放牧。”……孩子们真棒，真正体会到醒来后的草原
热闹的情景，我赶紧趁热打铁：“是呀，那你就读读你眼中
刚醒来的草原吧！”孩子们自然把“醒来了”读得各有各的
特色！

再如，当读“一只只羊儿涌出了圈门，蹦跳着奔向无边的草
原”这一句时时，孩子们好象知道该怎么读了，我说，当你
读这句话时，就把你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读出来就行，练了一
会，他们（包括中下生）读得还令我满意。问起他们为什么
这样读时，他们兴奋极了，争先恐后地举起了小手，“我看
见羊儿都往外挤，咩咩地叫，我知道小羊高兴，就这样读
了！”“我想，羊儿一个晚上没吃东西了，肚子早就饿了，
现在一定急着出圈门，到大草原上去吃鲜嫩可口的小
草。”“我看见大草原了，小羊撒欢往外跑！”几个学生说
完，真的象小羊一样，挤出教室门外，嘴里还咩咩地叫着！

第三自然段图文对照，找一找“羊群”与“白云”的相似点，
认识这种打比方的方法。“回荡”一词理解有难度，我借鉴了
“精彩片断”里老师的教学手法，借助音乐听中感受，从而
理解，解决难点。

教完了这一课，我感受颇深：孩子们的阅读能力真是不可低
估！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还会继续尝试放手，尊重学生
的阅读体验。



草原教学反思篇六

马克思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
义。”这说明，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音乐欣赏能力，那么，
音乐的美感就不能为学生所感受，音乐本身也会黯然失色。
因此，要全面完成小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小学音乐课就不能
不重视音乐欣赏这一环节。笔者认为音乐欣赏至少有四个方
面的益处。

一、享受音乐，美化人生。

二、通过音乐欣赏，可以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能力、记忆能
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例如在欣赏《草原放牧》时，我看到很多学生和着那欢快、
活泼的音乐旋律，随心所欲地摇晃着脑袋，扭动着身体，一
副活泼、神气的样子，自己仿佛就是音乐中的小主人，到草
原上放牧，高兴得蹦来跳去。我不禁为学生的音乐感受力所
激动，更为音乐欣赏的魅力而折服。

三、通过欣赏我国民族音乐作品，有助于弘扬民族音乐艺术，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例如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逼真地描绘了气势磅礴的
大战场面；《彝族舞曲》是以优美抒情的旋律和粗扩强悍的
节奏，描绘了彝家山寨迷人的夜色和青年人舞蹈欢乐的场面。
我给学生做示范，学生欣赏。琵琶是我国民乐中的瑰宝，学
生通过欣赏，可以引起自己对民族音乐的兴趣。通过欣赏，
学生既增长了知识，又激发了他们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热爱
伟大祖国、建设伟大祖国的豪情壮志。

四、通过音乐欣赏，使学生接触古今中外，风格各异的经典
之作。



许许多多的音乐作品是经过锤炼、考验的艺术生命力较强的
精品。例如在欣赏柳琴、阮、三弦、筝、扬琴等等。学生欣
赏后，可以开扩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鉴赏力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

草原教学反思篇七

许是因为设计这节课的教学思路投入了太多的专心，亦或是
上课的过程中自己太过于精力集中，成功的讲完这一堂课看
着听课的老师们微笑着满意的走出课堂时，一阵心慌，一阵
晕眩，一阵身心疲惫。设计这种以作文教学的方法贯穿整篇
课文的教学这一想法，是学生开始进入三年级，开始接触作
文就萌发出来的。在阅读课文的教学中渗透写作方法，能有
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意是我自己以前也没有想到过的，主要是
学生三年级之后一直想在作文教学上有所突破，也许是整日
冥思苦想如何进行作文教学的缘故吧，于是就有了这种渗透
写作方法的创新教学。

整堂课上的很成功，学生认识到了先概括描述后具体描写的
写作方式，学会了如何运用过渡段过渡句，学会了描写一个
优美的事物要用上一些优美的词语，用上比喻句等形象的修
辞手法。

也出现了一些非意料中的事情，开始的检查读生字词，没有
想到叫起来开火车读的一部分学生对一些生字的读音都不够
准确。第二组出现的五个多音字很多学生都读不准字音。关
于这一环节，课前设计时没有想到会有障碍，认为学生一遍
就能读准确，强调一些注意事项很快就过去的。现在想想以
往听的一些公开课，这一环节都毫无障碍的顺利通过纯粹是
花架子，那么多的生字，学生怎么可能全体都一下子就脱离
音节熟记认识呢？而要上成实实在在的一堂公开课，就免不
了要花费一些时间知道学生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义。

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教学，通过指导有感情的朗读来背诵课文，



这一点做得很成功。野草、野花、湖水都是静止不动的，这
种描写叫做静态描写，作者通过描写展现了草原的静态美，
由此引导学生猜出相对的会飞会跑的事物的描写就是动态的
描写，这一步做的非常成功。找出做桥梁作用的过渡段，认
识过渡段的作用，也很成功！

由于陌生的生字比较多，多音字比较陌生，指导读准字音上
计划外指出了几分钟的时间，显得最后学习过渡段的教学环
节显得有些仓促。

草原教学反思篇八

音乐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其育人功能，使课堂真正成为培养热
爱生活和具有鲜活个体的摇篮。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
教学过程将学生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给学生以最
大的空间感受、体验、想象、表现的机会，从而能够充分展
示才华、挖掘潜力、释放情感、体验成功。

本节课的教学，教师创设了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关注学生
的情感，从谈话中、表扬中、活动中充分让学生说、玩、唱、
跳、想象和创造，孩子们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感受到音乐的
魅力和成功的喜悦。新课准》中提到：音乐课的全部教学活
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音乐
活动的参与放在重要位置。本节课注重学生的发展，充分相
信学生的能力，让每个学生都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美的感知和理解，是审美
教育的核心，是审美教育的要点。本课把感知放在重要位置。
听，是感知与理解音乐的前提条件，也是艺术实践最重要的
过程，因而要从听入手，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绪、熟悉音乐
的旋律，再引导学生从歌词中感受歌曲的情感，通过想象和
模仿感受歌曲所反映的生活。最后通过学生的感知，引导学
生从唱、跳、伴奏和创造等方面来表现音乐的美。另外，本
节课也给了很多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学生既是创作者



又是表演者和欣赏者。

但是本节课中也有不足之处，如学生学习歌曲的方式还可以
更灵活多样，以更大的激发学生学习歌曲的兴趣；歌词的学
习上时间过长，应该充分相信三年级学生的能力，比较简单
的节奏教师只需稍做引导就可学生自主学习。

草原教学反思篇九

《草原》这一课是一篇叙事性散文。课文着重记述了老舍先
生第一次访问内蒙古草原时看到的美丽景色以及受到蒙古同
胞热情欢迎的情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注定了学生
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而老舍先生的文章含义又较深，对学
生来说有是一个大的挑战，对老师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为了能让学生从整体部分来感受草原的魅力，我们设计了一
条主线——美，这其中与包括了草原的景美和情美。景美的
教学在前面一课时就已经让学生有了深入的学习，所以本课
的重点在草原上的人情美。其实这篇课文的层次结构很分明，
从欢迎远客、主客相见、热情招待和联欢画别四个方面来分
别谢写了草原人民的热情好客。为此，我们设计了以下环节：

一、感受景美，熏陶感染

上课伊始，便从课文和画面入手以各种景美作为切入点，唤
醒孩子们对草原的感情，同时也是为了训练孩子们朗读的技
巧。

二、围绕情美，分层展开

在设计上，我特意让孩子们从从欢迎远客、主客相见、热情
招待和联欢画别四个方面来体会草原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一
点的设计是为了打开孩子们的思路，进入草原那样一个和汉
族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给与孩子们足够多的时间和



信任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和体会，因为有些感受是老师无法替
代和言传的！

三、抓住重点词，读出意境美

在2—5自然段的过度上，重点让学生通过读和思来感受大草
原上的风光和人情美，让学生沉浸在这种意境中。让学生画
出相关语句，抓住重点词句，并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迎客”、
“相见”、“款待”“联欢”的盛况，从而体会蒙古族人民
的热情好客。课文的结尾“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
阳”是点题之句，我原意是让学生读后体会其中的含义及表
达的感情，进一步体会到让作者留恋往返、不忍离去的原因
是草原大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