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汇
总8篇)

个人简历是求职者与潜在雇主建立联系和沟通的基础，对求
职过程至关重要。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个人简历示范，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求职申请有所帮助。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一

在备课的过程中，通过查阅资料，通过计算，自己也被深深
震撼了。我认为，报告文学的教学，就应该教会学生敏锐地
抓住文中记录的事实，并保持对事实的新鲜感。

对课文的最后一节，对作者的一个最重要的评论“这出悲剧
的制造者又是人”，我有意做了淡化，甚至是忽略的处理。
这是因为：

一、学生理解这句话不存在很大障碍；

三、罗布泊干涸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环境保
护的意识，以此来责难我们的先辈不仅过于苛求，也于事无
补。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二

培养和激发学生情感的前提当然是教师要有充分的课前准备，
应该认真地去看、去体会，只有教师的语言投入了感情，学
生的感情才能被真正激发。这种想法在上课时也得到了充分
的证明，在朗读到描写胡杨树这部分文字时，我用了三
个“一千年”（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
朽一千年）来形容胡杨树，把它原本那种坚强、倔强的性格
充分表现出来，并与文中的“２０年”加以对比，强烈的反
差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感情，并让学生在自己朗读后交流读文



的感受，说自己想说的话，畅所欲言。

不足：在部分问题的理解上也不比学生高明，有时候点拨的
也不够到位。

改进措施：在以后的教学中，在课前还要更加充分准备，在
课堂上要做出恰当的点拨和评价。

接下来是对文章的局部探究。主要是让学生深入体会作者强
烈的忧患意识，学习列数字、作比较、拟人、排比等手法对
增强文章表现力的重要作用。罗布泊从美丽的仙湖变成令人
恐怖的荒漠，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的描述及具体数字的罗列，
形成巨大的落差，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将枯死的胡杨和
罗布泊拟人化，赋予它们以人的感情，怎能不令人感情激荡，
为自己盲目破坏生态环境而痛惜不已？又如连用四个“盲
目”，遗憾之情、谴责之情大大强化。篇末三个“救救”，
呼吁之声，振聋发聩。而直接的抒情，如“此时此刻，我们
停止了说笑，那一片巨大的黄色沙地深深地刺痛着我们的心，
使我们个个心情沉重。”这样的抒情让人共鸣，让读者也深
深地痛心，深切地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觉悟到
只有保护环境才能保护人类自己。

分析完文章内容，我带领同学们反观这篇课文。微观上，本
文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拟人手法和排比手法，让感受形
象性。文章还列举数据，使得叙述事实真实可靠。宏观上本
文的体裁是一篇报告文学，它兼有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新
闻要求真实；文学要求形象性、抒情性。本本则把这两者有
机的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本文的立意深刻，强调了地球
和家是是灵魂的栖息地，是幸福的源泉。在解读本文的同时
我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情怀。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反思

从研究性学习实施两年多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选取的



是开放性的内容作为研究主题。同学走出课堂提出问题、动
手实验、调查访谈；同学之间相互合作、一起探究，一种新
的学习方式影响着同学。可是，一回到课堂，同学就又恢复
了和原来一样，进行着保守式的学习、听课、记忆、考试，
同学又成了一台机器。虽然在保守的讲授式的学习条件下，
教师也强调启发，强调课堂教学的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
心实施，但是教师是依照预定的目的把同学的思路引导到自
身事先设计好的路子上来的，课堂气氛可能很热烈，师生之
间配合默契，可是同学很少问为什么。因此，研究性学习的
开设，其意义不只仅是增设了一门新的课程，而应该是教育
观念、教学模式的一场深刻革新。

我们不只把研究性学习看作一门必修课，还应在课内课外各
种活动中体验研究性学习，特别是应在课堂教学中，依照学
科特点，鼓励同学发挥主体作用，多给同学自主活动的时间
和空间，培养他们积极大胆地思维、想象、提问、猜想的意
识和能力，培养他们多方位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让同学养
成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就主张四个“不”，同学能论述的教师
不讲解，同学能解决的教师不替代，同学能理解教师不暗示，
同学能提问的教师不先问，在优秀教案中我竭力体现这个理
念，更多地关注学习态度，重视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重视交
流与合作，重视能力与应用。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三

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兼有新闻作品叙述上的真实性与文
学作品叙述上的艺术性，这对学生欣赏本文提出了挑战。我
在备课初把这一点作为教学难点去处理，打算结合课下对本
文的一句介绍——本文获2001年度最佳报告文学作品这一荣
誉。来引导学生对本文语言表达及材料安排上的特点进行概
括。教学重点我确定为探究罗布泊的前世今生，以及罗布泊
之所以消失的原因，还有体会本文明确的情感倾向。打算用
一到两个课时完成对课文的教学：先整体把握文意，然后突



破重难点，最后拓展归纳。如果第一课时不能完成任务，就
将难点突破与拓展归纳放到第二课时进行。

在第一课时，我先引导学生解读题目，启发他们审视题目，
挖掘题目里面隐含的信息。学生找到了三点信息：

第一、罗布泊是一个湖，根据是“泊”字和“湖”字;

第二、罗布泊非常美丽，是人间仙境，根据是“仙”字;

第三、罗布泊的美丽已经荡然无存了，根据是“消逝”二字。

查现代汉语词典，对“消逝”一词的解释是：动词，消失的
意思。用消逝一词，其实也隐含着作者强烈的情感倾向，即
作者对美如仙境的罗布泊的消失倍感痛心。题目里面隐含着
的信息何其大!

接下来，我又让同学们面对题目发问，提出自己想明确的一
些困惑。学生积极相应，主要提出了一下困惑：

第一、罗布泊为什么被称为“仙湖”?

第二、罗布泊现在是什么样子?

第三、罗布泊是怎么消逝的?

这三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本文的内容要点，第一个问题可以
转换为“原来的罗布泊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告诉他们他们所想知道的答案全隐藏在课文中，
调动他们阅读文章的积极性。在他们开始阅读之前，我提醒
学生边阅读，边用笔画出文中的疑难字词，并画出自己所找
到的与以上三个问题相关的答案信息。学生开始投入到全身
心的阅读过程当中。



在让学生写出文中疑难字词后，我让他们谈出他们所找到的
三个问题的答案，并适当板书整理。学生对文中描写罗布泊
的原来和现状的句子和词语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引导他们先
概括罗布泊的今昔景观特点，然后再引导他们寻找罗布泊的
今昔称呼变化。学生很容易就明确了答案：

罗布泊曾经的称谓——仙湖、生命绿洲。

罗布泊如今的状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草，一
条溪，夏季气温高达70℃。罗布泊，天空中不见一只鸟，没
有任何飞禽敢于穿越。

罗布泊如今的称谓——死湖、干湖。

这样以来，今昔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强烈的视觉落差造
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罗布泊怎么消逝的?这就自然过渡到对
第二个问题的探究。学生很快就找出了答案：

塔里木河改道向北流入孔雀河汇入罗布泊，导致塔里木河下
游干旱缺水，3个村庄的310户村民逃离家园，耕地废弃，沙
化扩展。

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

盲目增加耕地用水、盲目修建水库截水、盲目掘堤引水、盲
目建泵站抽水，“四盲”。

接下来，我引导学生再次阅读课文，找出与罗布泊类似的悲
剧还有哪些。学生很容易就找到了青海湖与月牙泉的事例。
我启发他们思考明确：青海湖与月牙泉的水位与水域面积都
在急剧下降和减少。这也说明了人们破坏环境的普遍性。

至此，对教学重点的突破基本完成，但是对作者情感的把握
并未落实，这是不应该疏忽掉的一个环节。可以将这一环节



安排在对罗布泊今昔对比的探究之后，启发学生思考作者的
心理变化，并引导学生阅读文中描写罗布泊现状的有关段落，
找出饱含情感的语句进行讨论明确。教师适当引导，作者的
情感倾向是很明显的——全文充满痛惜之情，为罗布泊生态
环境的破坏而痛惜，为人们的盲目性造成的悲剧而痛惜。

这一遗憾只能留待第二课时解决了。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四

今天我讲了一节校级公开课，讲的是吴岗的报告文学《罗布
泊，消逝的仙湖》。课前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查阅了很多
的资料，甚至上课时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写了下来。课讲完
之后，我进行了反思。

我认为本节课成功的地方：多媒体辅助教学，罗布泊前后图
片的对比给了学生强烈的震撼，同时辅以充满感性的语言给
学生营造了一种沉重的气氛，使学生产生了忧患意识，从而
树立环保意识。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五

从研究性学习实施两年多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选取的
是开放性的内容作为研究主题。同学走出课堂提出问题、动
手实验、调查访谈；同学之间相互合作、一起探究，一种新
的学习方式影响着同学。可是，一回到课堂，同学就又恢复
了和原来一样，进行着保守式的学习、听课、记忆、考试，
同学又成了一台机器。虽然在保守的讲授式的学习条件下，
教师也强调启发，强调课堂教学的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
心实施，但是教师是依照预定的目的把同学的思路引导到自
身事先设计好的路子上来的，课堂气氛可能很热烈，师生之
间配合默契，可是同学很少问为什么。因此，研究性学习的
开设，其意义不只仅是增设了一门新的课程，而应该是教育
观念、教学模式的一场深刻革新。



我们不只把研究性学习看作一门必修课，还应在课内课外各
种活动中体验研究性学习，特别是应在课堂教学中，依照学
科特点，鼓励同学发挥主体作用，多给同学自主活动的时间
和空间，培养他们积极大胆地思维、想象、提问、猜想的意
识和能力，培养他们多方位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让同学养
成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就主张四个“不”，同学能论述的教师
不讲解，同学能解决的教师不替代，同学能理解教师不暗示，
同学能提问的教师不先问，在优秀教案中我竭力体现这个理
念，更多地关注学习态度，重视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重视交
流与合作，重视能力与应用。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六

在《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这篇文章的教学过程当中，我
主要注重的是体会平实、精炼的语言和感受并理解作者强烈
的忧患意识。文章内容尽管很简单，但却有震撼人心、振聋
发聩的力量。

又如连用四个“盲目”，遗憾之情、谴责之情大大强化。篇
末三个“救救”，呼吁之声，振聋发聩。而直接的抒情，
如“此时此刻，我们停止了说笑，那一片巨大的黄色沙地深
深地刺痛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个个心情沉重。”这样的抒情
让人共鸣，让读者也深深地痛心，深切地意识到破坏生态环
境的严重后果，觉悟到只有保护环境才能保护人类自己。

分析完文章内容，我带领同学们反观这篇课文。微观上，本
文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手法，拟人手法和排比手法，让感受形
象性。文章还列举数据，使得叙述事实真实可靠。宏观上本
文的体裁是一篇报告文学，它兼有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新
闻要求真实；文学要求形象性、抒情性。本本则把这两者有
机的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本文的立意深刻，强调了地球
和家是是灵魂的栖息地，是幸福的源泉。在解读本文的同时
我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情怀。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七

这节课的教学侧重于练习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概括能力。
所以课堂多采用提问或让学生自己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因为
学生课前准备充分，阅读较好，并且对环保问题较为关注，
所以整个课堂气氛较为活跃。课外拓展延伸设计较好，学生
课后完成兴趣及质量较高，类似的课以后应加强学生学习兴
趣。不足之处在于：学生的能力差异较为显著，而课堂时间
有限，不能使所有学生得到练习，今后的课堂学习将会在这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教学设计篇八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一课是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篇
自读课文，篇幅较长，但内容浅显易懂。按照我原定教学设
计，一节课上下来，受益匪浅。

在本节课中，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让他们自由读课文，根
据提供的画面，在文中找恰当文字配解说词，使画面与文本
巧妙融合，学生自主灵活地选择画面解说，又让学生互相进
行解说评价，不断地读、评、读，最终得到真实的情感体验。
在读的过程中，多种形式交互进行，个人展示读、齐读相结
合，朗读文本与静观画面结合，朗读文本与体验修辞效果结
合，于朗读中进行无痕的知识传授，于朗读中进行震撼人心
的心灵之旅。

为让学生掌握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我设置了以下三个环节，
即课题质疑，看图说话，拓展延伸三方面，我又将重点的三
个方面（对比了解罗布泊前后的状况，明确其变化的`原因。）
同时，我将板书和教学流程充分的结合起来，很好的呈现了
课文主要内容及教学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