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江三角洲教案湘教版 长江之歌教
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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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洲教案湘教版篇一

在导入之时，我引导学生吟诵关于长江的古诗，从情感上更
接近长江。又充分利用《补充习题》上长江的'有关资料，让
学生对长江更添了几分了解。

在检查学生初读课文的情况时，我让一名女生与一名男生配
合一句一句地朗读;然后，让女生、男生集体配合着朗读，最
后两句全体齐读。还别说，还真有点效果。

在读完课文后，我让学生说说：看着这首诗歌，你会有什么
发现？孩子们埋下了头，睁大双眼寻找着。有人有发现
了：“我发现这两节结构相同，字数相同。”“我发现这首
诗歌中采用了拟人的手法。”“我发现这首诗歌还押韵，你
看：来、采、概、海、怀。”“我发现这两节中有两句相同。
”我随机给孩子们讲解了“主歌”与“副歌”。

长江三角洲教案湘教版篇二

通过学习《长江之歌》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性体现了出来，我
感到很欣慰。同学们课前预习很充分，生字生词都解决的很
好，遇到不会的他们也都想办法自已解决。课文的大概意思
夜都能够很好的理解。把课文都提前划分好自然段。课堂气
氛夜很活跃，与老师积极配合。学会了学习课文的一些方法
和技巧，他们能够很好的运用。



不过也有让我遗憾的地方，《长江之歌》是一首歌曲，我在
课下让同学们学习上课唱给同学听，但是同学们在课堂上的
表现很拘谨，不能够展现自我，我想以后应该多培养他们的
这些特长，无论在哪都能够收放自如的展现自已。《长江之
歌》也是一首朗诵的佳作，我们在班上举行了朗诵比赛，同
学们虽然积极地参与了，但是表现得不是很好，朗诵的语速
太快，感情不是太投入，对作品的理解也不是很好。以后提
高朗诵，让学生知道朗诵的些方法和技巧，比如：注意些声
调、句子的停顿、语气等问题。这些活动我会多多的举行，
让学生不光知道学习，还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在这次学习中我们要继承并发扬我们的优点，我们不好的地
方也要改进多多向别人学习。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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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长江之歌》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性体现了出来，我
感到很欣慰。同学们课前预习很充分，生字生词都解决的很
好，遇到不会的他们也都想办法自已解决。课文的大概意思
夜都能够很好的理解。把课文都提前划分好自然段。课堂气



氛夜很活跃，与老师积极配合。学会了学习课文的一些方法
和技巧，他们能够很好的运用。

不过也有让我遗憾的地方，《长江之歌》是一首歌曲，我在
课下让同学们学习上课唱给同学听，但是同学们在课堂上的
表现很拘谨，不能够展现自我，我想以后应该多培养他们的
这些特长，无论在哪都能够收放自如的展现自已。《长江之
歌》也是一首朗诵的佳作，我们在班上举行了朗诵比赛，同
学们虽然积极地参与了，但是表现得不是很好，朗诵的语速
太快，感情不是太投入，对作品的理解也不是很好。以后提
高朗诵，让学生知道朗诵的些方法和技巧，比如：注意些声
调、句子的停顿、语气等问题。这些活动我会多多的举行，
让学生不光知道学习，还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在这次学习中我们要继承并发扬我们的优点，我们不好的地
方也要改进多多向别人学习。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更好的。

长江三角洲教案湘教版篇四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我进一步体会到了让学生自主地、积极
地、主动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来，效果才会让人满意。上
课前，我知道孩子们对长江的了解很少，因此，课前我布置
了学生搜集有关长江的资料，课堂上，我以长江为话题，出
示图片、视频，激发学生对长江探究的欲望和要求。通过谈
话让学生产生对长江的兴趣，产生了解长江的强烈愿望。课
堂中让学生对资料进行整合，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并加上自
己的感受和体会。这充分的体现了资料为学习服务，交流为
提高语文能力的功能。这样，一堂课没有过多的赘述，学生
便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感情的进行阅读与思考了。

我想诗是感性的，是用心去感悟的。所以，学习诗歌就要反
复吟诵，在诵读中直接感受诗歌的情感和韵味。古人
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当课堂上真正响起学生们对诗的用心吟唱时，不禁感



叹这才是诗歌应有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教学！

《长江之歌》学习中，我感觉到学生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教
会他们唱歌，引来学生啧啧的称赞，调动了学习积极性；课
中进行的美文朗读比赛再一次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了诗歌的含义；讨论喜不喜欢重复
出现的句子“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
江，你有母亲的情怀”这一环节，把自主学习的权利还给了
学生，学生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但是，在课堂上，
我发现有几个学生在忙着自己交流，即使我看了他们好几次，
他们也无动于衷，过后了解，他们却是这样说：“老师，刚
才你讲的，我都懂了，你又不叫我，我只好在下面讲，你才
能听得到。”学生的话使我感到尴尬，也引起我的深思，我
们的教学到底是为谁服务呢？“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是
课改的核心，作为教师，要时时处处为每一个学生着想，及
时处理课堂中的生成，把学习的权利真正还给每个孩子，只
有这样，才能做到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真正使每一个
孩子得到了发展。

意境是诗歌的核心，是诗人精神境界的艺术表现。叶圣陶先
生曾经指出：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学生在学习诗歌的
过程中，如果能够进入诗歌所描绘的特定意境之中，受到形
象的感染、意境的熏陶，那么，他们所获得的感受、理解、
体会等，必将实在、亲切、自然。所以，教学诗歌，必须在
引导学生进入意境上下功夫。本堂课中，运用饱含激情的诗
意语言描绘意境，展示关于长江气势磅礴的图片，播放《长
江之歌》的音乐，让他们学唱，通过组织全体学生朗读课文，
引导学生凭借语言材料展开丰富合理的想象等，让学生进入
了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与作者心灵相通，产生情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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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教案湘教版篇五

《长江之歌》是一首抒情风格的进行曲。它们气势宏大,舒展
起伏的旋律形象地描绘了长江的波澜壮阔、曲折回转的情景,
乐曲用单三部曲式写成a+b+a+尾声的'结构。刚踏入中学校
园的同学们，对音乐课充满期待，因此，教师在课前应做好
充分准备，在教学过程里，首先，注意教学切入点导入，其
二，注重教学环节的衔接，用简练精悍的语言承上启下，将
教学细节环环相扣，使课堂既生动又活泼，从而激起同学们
对音乐课的喜爱。讲解音乐知识的时候和歌曲相结合，做到
形象和生动，容易接受。

你也可以在搜索更多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其他乐曲长江之歌
教学反思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