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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怎样变化的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
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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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这篇课文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这种
阅读课文主要是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学，引导学生把在讲读课
文中学到的语文基本功进一步实践和运用。

在备课之初，我就反复对自己说要做减法，就是要把教学过
程设计得简而精，让学生动起来，教师点拨，指导。基于这
样的考虑，我根据课文前面的自读提示，设计了以问题入手，
针对课题提出问题，“黄河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
是什么”“你学习了本文有什么感受”。带着这三个问题我
让学生自读课文。以这三个问题贯穿全文，体现导学案的特
点。

在实际操作中，我发现预设与生成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困
难”的“难”读音的选择，在备课是我忽略了这点，结果在
这里浪费了时间，导致了后面的拖沓。不过在沮丧之余我也
有收获，我发现这节课上学生小组的讨论比以前有实效性了，
通过巩固练习，我发现课堂效率也有所提高。讲完课后，我
也在反思自己的设计，我认为主导思想不变的情况下，创新
的`力度不大，老是跳不出导学模式的条条框框，自己就已经
画地为牢，所以不出彩。我想以后的教学中我应该吸取导学
模式的精髓，结合自己学生的实际，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呈
现一个全新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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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一课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
书第九册语文最后一篇选学文章，自古以来，黄河具有“中
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之称，然而，本文却一字未提
它的益处，反而将其在近两千年间的“祸害”以数据的形式
展现在文中（如“决口一千五百多次”、“改道二十六
次”），为什么呢？文章以此为切口，展开分析，查找原因，
最终得出是人们的乱垦滥伐使得黄河变成了一条多灾多难的
祸河，其意无非在告诫人们：要珍惜水土、爱惜家园，同时，
也以此来鞭策学生，使他们从小懂得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
从而培养他们从小养成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高尚情操。下边，
本人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程序以及文章小结等方面
进行说课：

目标方面：

教法方面：

程序方面：

本文是一篇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说理文章，其目的在于使学
生从小懂得盲目开荒毁林给水土资源带来的严重破坏以及对
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劣影响，以此熏陶学生，使他们从小产生
保护水土、保护大自然、保护家园的意识，根据这一主题，
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程序的：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让学生上台抽名称卡，将所抽到的卡片介绍给大家，这几位
同学介绍得真棒，大家掌声送给他们，下边，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黄河近期以来的变化，（板书课题）



二、进行目标教学：

（一）让学生上台分自然段朗读课文，教师进行指导（更
正）；

（二）引领学生学习重点段落：

2、带着“科学家如何设计治理黄河的方案”的问题帮助学生
学习第七自然段；

在学校里，我们要爱护（）、爱护（）、爱护（）……一句
话：要爱护我们的校园。

三、小结本课内容：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这篇文章，
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文主要讲的是黄河发生变
化的两个方面原因以及治理黄河的方案，两个方面原因分别
指的是：第一个原因是（）、第二个原因是（）；治理方案是
（）。

四、相关作业布置：

1、从图书室中看看有关写黄河变化这方面的书；

2、用一两段话写写如何爱护我们的校园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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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认识8个生字。

2、朗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了解黄河发生变化的过程



和原因，从中受到启示，增强环保意识。

3、搜集有关黄河的资料，激发保护母亲河的社会责任感。

教学重、难点：

了解黄河发生变化的原因，从中受到启示。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出示“资料”，引出课题

1、出示小黑板，指名重点读“保护母亲河行动”。

2、听了“资料袋”的介绍，你最想说什么？最想问什么？

3、为什么要“行动起来，拯救黄河”呢？我们阅读了《黄河
是怎样变化的》这篇课文，就一定会明白的，而且也一定会
发出同样的呼吁。（板书课题，指名读题，突出“怎样变
化”）

二、围绕提示，自读自学

1、请大家谈一谈，你准备采用什么方法来读懂这篇课文呢？

师生确定：先读熟课文，再围绕课前“阅读提示”读懂课文。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读通读顺，初步感知课文大意。

3、围绕提示，默读自学，圈点批画，教师巡回指导。



三、围绕重点，全班研讨

引导学生围绕提示的'思考问题，在全班进行交流发言。

1、了解黄河的变化，教师适时引导学生感悟重点语句，并有
感情朗读重点语段，如：“人们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联系第三自然段，边听范读边想象，感悟“黄河成了
中华民族的忧患”，联系第一和第四自然段中的数字并
与“摇篮”对比，感悟“忧患”。

2、黄河发生变化的原因要重点理解“社会原因”，即人的原
因，通过图示、图片、或、课件，感受“恶性循环”之理
和“水土严重流失”之害。再通过有感情朗读，激起学生的
痛惜之情和社会责任感。

3、畅谈启示可结合最后一段及“资料袋”内容。先放开让学
生谈出自己受到的启示，再引导读科学家“数管齐下”的治
黄方案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教师适当补充党和国家治理
黄河的情况。

四、朗读全文，升华情感

教师小结：通过自学与交流，我们读懂了课文。同学们，黄
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如今却成了一条
祸河，成了一把悬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头上的利剑。让我们
把我们对黄河母亲的关心，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对人类活动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刻认识，对“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
强烈愿望，融入到课文的每一句话中，通过我们的深情朗读
表现出来吧！

学生自由地有感情朗读全文。

五、模拟情境，延伸拓展



1、师：同学们，我们明白了“行动起来，拯救黄河”的道理，
你准备怎样去响应“保护母亲河行动”呢？对想捐款的同学，
可引导他们节约零花钱捐献给有关部门；对想向社会、亲友
宣传的同学，可即兴模拟宣讲，如教师扮演家长或社会人士，
学生向“家长”或“社会人士”宣讲；对想调查家乡河流污
染情况或想植树造林的同学，可与班会结合起来，精心组织
好实践活动。

2、有兴趣有条件的同学，课后收集有关黄河的资料，为治理
黄河出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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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初，我先给学生介绍了一些有关黄河的资料并出示了几张
黄河的图片，让他们对黄河有一些初步的了解，然后让学生
阅读课文的阅读提示的内容，并标出提示的要求。很快学生
就找到了两个问题：1.这篇课文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2.说
说黄河发生了哪些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
引导学生总结那就是“变化”。出示屏幕:黄河变化前是什么
样的？黄河变化后是什么样的？黄河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怎
样治理黄河?带着这些问题让学生自读课文.。

给学生充分地阅读时间后再让他们相互交流。在学生的交流
中发现,学生找出有关语句并不难,而要真正理解则需要教师
适当的点拨引导。于是在感悟黄河是“摇篮”方面,我通过出示
“昔日的黄河”图片让学生感受到黄河曾经的美，并把自己
的感悟以朗读形式表现出来;在理解“祸河”方面,我通过引
导他们理解“悬河”“沉积”等词语和抓住一系列数字来感
受黄河给两岸人民带来的苦难（例如，在讲解“悬河”这个
词时我采用直观实验的方法：先在一个准备好的容器道具里
面装适量的水，然后不断地往里面加入准备好的泥沙，让学
生观察容器里面的水的变化，直至“黄河”决口。不光如此，
课文中还例举了很多的数字，我让学生关注到这些数字，并
让他们说说从中体会到了什么？通过读书，学生发现：黄河



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近20间竟决口1500多次，改
道26次，真是让两岸百姓叫苦不迭。）；在讲解黄河发生变
化的原因之二――人为原因方面,让学生通过仔细观察老师的
板书（形成恶性循环链）加以理解;在讲“治理方案”时，我
重点补充了森林的作用及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带的作用，使学
生加深了对植树造林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让学生说说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然后链接资料袋的内容以及与身边的小河和池
塘联系起来，引发生活的体验，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把抽
象的环保意识转变为实在的环保行为。通过以上的教学，学
生了解了黄河的现状，知道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同时也调
动了他们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动”中来，献计献策，贡
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交谈中，有的同学说把自己的零用钱
捐出去；有的同学说植树节要去黄河边上植树；还有的同学
说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去治理黄河。

另外，我还结合我们周边的情况设计了一个留言板：如果我
们身边的池塘环境受到了污染，你会怎么做？让学生自由畅
谈，让学生认识到环保就在自己身边，要从自己做起，真正
提高环保意识。

语文教育既要立足文本，又要超越文本，语文就在生活当中。
在语文课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章，教给学生恰当的学习方
法，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综合能力，为高年级的学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因此，在最后一个环节我结合说明文的特点渗
透写作方法，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文中运用了“列数字”、
“打比方”、“作比较”这几种说明方法，而这也是说明文
中常用的几种表达方法，然后结合课文说明这几种写作方法
的优点，以使今后学生在写说明文时也能够会运用这几种说
明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本篇文章的教学，是学校安排的一节公开课。同事们在评课
的时候谈到这节课上的亮点有两处：一是，直观演示讲
解“悬河”这个词生动形象；一是，采用分组教学的方式新
颖独特。不过虽有成功之处，但也存在许多不足。第一，我



在某些环节还是放不开手,，使学生无法尽情在课堂中展示自
己。例如，教学伊始的黄河简介，我应该让学生课前自己去
搜集有关资料以便上课时展示出来，然后我在归纳总结一下，
而不是直接给他们介绍；另外，这篇课文一共有四方面的内
容――黄河变化以前是什么样的？黄河变化以后是什么样的？
黄河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治理黄河?这里我应该让学生自
己去归纳，而不是我直接就把它们出示在大屏幕上：第二，
在讲这四个知识点的时候，我采取的`是分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针对这四点我把全班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学习一部分的
内容，学生在反馈的时候同事们发现一个现象，即当有的组
在反馈的时候，别的组的同学并没有充当听众的角色，而是
你学你的，我玩我的。针对这一现象，评课老师指出――在
学生反馈之前，我可以以比赛的形式展开教学，这样做便可
以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每一个学生都认真的参于
学习的氛围中来。听了同事们的点评，我感觉自己确实存在
许多的不足。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一定会不断的反思自己，
努力钻研教材，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小学语文黄河是怎样变化的教案篇五

本文介绍了黄河变化的过程、变化原因及治理方案，借以告
诉人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否则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虽然文章结构清晰，有利于学生把握主要内容，有利于提高
学生阅读能力。但是，关于河流方面的专业术语较多，备课
时，我做了充分准备，进入课堂。初步感知文章，学生能较
快地把握文章脉络，课堂学习效率也较高，可是学习到“黄
河为什么会变成祸河”时，学生对文章所运用的举数字的说
明方法较容易理解。可是对“悬河”这一说法却怎么也理解
不了，并且又提出了不少疑问。诸如：河道、河床、堤坝、
黄河为什么会改道等。此时，我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备课，而
没有备自己的.学生，怎么办呢？我抛开课本，运用板画给学
生讲解“悬河的形成”，仅这一段就花费不少时间，等我讲
解得学生疑惑的眼神不再时，下课的铃声已响起，备课时提



出的“请同学将书面语言化成口头解说词”完全由老师越俎
代庖。

课后，我思考，如果事先布置学生预习时，有针对性地提出
一些词句，让其通过翻阅资料，加以理解，课堂进行交流，
这些看似枯燥的术语一定能生动起来，本不该成为课堂学习
的拦路虎，如果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理解力，课件中运用一些
动态演示过程，课堂的学习也一定会轻松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