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优
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写景的课文，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浓墨重彩描绘了
天山夏天的奇异风光，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
美，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针对本课，我选择了充分调动学生想象的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想象画面，让学生经历一个自读
自悟的过程，由一个画面与文字不断转化，就是学生一个感
情体验由浅入深的过程。教学时，我让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基
础上自主选择感受最深的段落，抓住关键词句默读课文，勾
画圈点，然后通过放声朗读，读出对天山的独特感受。同时，
将读书与说话自然融合，说一说对读的部分的感受。充分尊
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不以老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理解。
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就课文内容中优美的语言描写，发表自己
的理解，绘出最美的想象。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
了很好的彰显！

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二

《七月的天山》是一篇文字优美，脉络清晰的抒情散文，作
者紧扣七月的天山景物的特点，为我们展现了美丽静寂而又
充满生机的天山。文章谴词造句严谨，诗化的语言耐人寻味，
字里行间洋溢了作者对七月的天山的一片深情。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先让学生们自由练读课文，边读边想：



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七月的天山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
象？学生马上蹦出一个词：“美！”自然后面就可以接着问
了：“美在哪些字里行间啊？”如何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美，
通过教学我发现朗读是非常有效和重要的途径，首先通过读
为学生展现七月的天山如诗如画的美景，激发学生对七月的
天山的喜爱，接着让学生找出描写天山景物特点的句子，结
合想象，说说对七月的天山的感受，以此引导学生主动体会，
形成读的见解，并通过读表现出来（即自我体会的情感朗
读）。

接着在品读、诵读中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相互触发、使每
一个学生想读、能读、爱读，读出美、读出情趣、读出感情。
在学生对朗读的评价中，教师顺其自然地引导学生确定重点
词语进行品析与体会，或结合语境理解，或积极启发想象，
在读中感悟意思，用感悟促进朗读；同时，朗读吸引了学生
主动融入阅读情境，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丰富多彩、内
蕴的意味绵长，感悟美、体验美，得到爱的抚慰、情的熏陶。

课文教学完后，虽自我感觉很痛快，但仔细回忆却发现课文
中有一些应教给孩子们的知识点被我漏掉了，如：课文开头
那么简洁明了，却又紧扣题意，我却一读而过；另外教学中
涉及到了排比句，虽给学生讲了，但却没让学生练习说话。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希望今后语文教学中逐步改正。

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三

我思考可能是因为我首先忽略了学生的学习需求。每一个学
生都是一个独立的、有主见的个体，他们在阅读同一篇文章
的时候产生的感受是不相同的'，如何让获得不同感受的学生
都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就是教师需要动脑筋的了。《七月的
天山》这篇略读课文所描绘的景色非常美，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一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了天山的美，所以，我应该从这
个角度提出问题，那样，学生们都会有话可说，有话愿说。



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写景的课文，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浓墨重彩描绘了
天山夏天的奇异风光，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
美，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针对本课，我选择了充分调动学生想象的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想象画面，让学生经历一个自读
自悟的过程，由一个画面与文字不断转化，就是学生一个感
情体验由浅入深的过程。教学时，我让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基
础上自主选择感受最深的段落，抓住关键词句默读课文，勾
画圈点，然后通过放声朗读，读出对天山的独特感受。同时，
将读书与说话自然融合，说一说对读的部分的感受。充分尊
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不以老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理解。
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就课文内容中优美的语言描写，发表自己
的理解，绘出最美的想象。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
了很好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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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五

前天的语文课上，我教学了《七月的天山》这篇略读课文。
我先让学生通过自由读的方式整体感知了课文，接着，我又
让他们找出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看看那部分写了什么景物，
有什么特点。

学生经过十几分钟的思考、讨论，看来都有了结果。于是，
我就组织全班交流。可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积极
性不高，回答问题的准确度也差。

课下，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哪出了差错导致课上的这
么不顺利？我思考可能是因为我首先忽略了学生的学习需求。
备教材备得很细致，备学生却不够。《七月的天山》是一篇
写景的课文，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浓墨重彩描绘了天山夏天
的奇异风光，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美，洋溢
着作者的赞美之情。而学生年龄小，接触到的自然景观不多，
很难把文字符号转变成美丽的风景画面，读书也就不能深入，
缺少个人体会和感悟。

如果，我选择调动学生想象的教学方法，效果应该好一些。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想象画面，让学生经历一
个自读自悟的过程，由一个画面与文字不断转化，就是学生
一个感情体验由浅入深的过程。

教学时，让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自主选择感受最深的段
落，抓住关键词句默读课文，勾画圈点，然后通过放声朗读，
读出对天山的独特感受。

同时，将读书与说话自然融合，说一说对读的部分的感受。
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不以老师的分析代替学生
的理解。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就课文内容中优美的语言描
写，发表自己的理解，绘出最美的想象。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和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彰显。



因此，备学生和备教材是同等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