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汇总8篇)
民族团结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证。传媒
应倡导正确的民族观念，传播正面的民族团结信息。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民族团结成功案例分享，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灵感和思考。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结合本单元的专题学习内容，就课内课外的学习与活动进行
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进行思维的碰撞，受到方法的启示。
在交流和对比中，初步学会理性地分析，总结自己的学习，
并进行改正。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一、交流平台（25分钟）

1、学生交流

2、师：现在谁说说你印象最深最想和别人说的收获是什么？

3、汇报交流：

（1）好词佳句



师：1、你能运用到日后的写作中么？

2、在这部分中谁还有这样的收获？

（2）懂得的道理

师：你很会读书。

在其他课文中，谁还有这样的收获？

（3）选材

师：谁在平时的学习中有过因为写作时的选材与众不同而得
到好评的例子？

看来选材的与众不同真的会吸引不少读者的眼球呀。

谁还有这方面的收获？

（4）记优美词句

师：这是一种学习方法。谁还有平时记优美词句的好习惯？

你们这种主动积累的好习惯值得大家学习。

（5）比喻、排比

师：恰当的运用这些写作方法会使文章增色不少。大家来共
同看这一部分。根据这部分的内容谁还有这方面的收获和体
会？谈谈你的感受。（在哪里看到过关于比喻、排比的写作
方法，和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6）读书方法

师：你们平时是怎么读书的？谁还知道那些读书方法？



（7）心理描写

师：你注意到了作者对于复杂心理的感受？大家共同来看这
一部分，根据这部分的内容，你还有什么体会么？（在哪里
看到过关于心理的描写，和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8）动作描写

师：你注意到了作者细致的动作描写。大家来共同看这里，
根据这部分的内容，你还有什么感受么？（平时读书或者写
作时发现的关于动作的描写和感受。）

教师小结：动作、心理、语言、外貌的描写不仅会使文章生
动，还会表现人物的心灵，传递人物的情感，日后要把这样
的写作方法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相信你的习作会得到提高。

师：课文内容都交流过了，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么？

（9）积累的诗歌

师：你这种主动积累的好习惯值得大家学习。

谁还有这方面的收获？

书中还有一处描写爱读书的诗歌，谁来读一读？（教师指生
读，正音，齐读）

（10）有关爱读书的文章或书籍

师：你这种主动积累的好习惯值得大家学习。

谁还有这方面的收获和体会？

师小结：要善于观察和积累，你会在每一课中都会体会总结
出这样的学习方法。



（11）同学们也可以说说学习中自己欠缺不足的地方。和周
围的同学谈一谈，最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1、小组讨论

2、汇报

师：小组中有人帮助你解决了么？谁还有其他的办法呢？

1、打开听写本听写，谁先来听写，强调容易写错的部分。

（1）学生听写（2）教师听写

师：请同学们打开书进行对照并且改正，把写错的词语用笔
做一下标记。

二、日积月累（10分钟）

师：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素以乐学好读为高尚美德，
古代有许多贤人学士写了许多这样的名言警句来激励我们做
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们来读一读，记一记。

（课件出示）

（一）师；请同学们自由读一遍，看一看能不能读懂他们，
一会站起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名言，最好说一说喜欢的理由。

（1）自由读

（2）指读正音

（3）再读，体会大概意思

（4）汇报



（5）齐读

（6）小组赛背

（7）指背

（二）谁还能说说在课外书中找到的有关爱读书的名言警句？

（1）学生汇报

（2）教师展示名言

（3）学生读背

（4）打开名言警句本摘抄

师小结：这些名言告诉我们爱读书的好处，希望大家日后爱
读书，好读书。

三、展示台（5分钟）

师：老师在课前留下了预习让大家来填写读书卡，谁想来展
示一下？

（1）学生展示并谈自己的体会和填写读书卡带来的好处。

（2）师：除了展示自己的读书卡，还想展示自己这段时间的
什么学习收获？谈谈自己的感受。

例如：名言警句本、好词佳句本、作文书中例如心理活动等
描写的部分、诗歌、语文书中的批注等等。

师：同学们这种主动积累的好习惯值得学习。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二

1．引导学生读外国文学作品，二是通过交流学习一些读外国
文学作品的方法。

2．积累文学作品中富有人生哲理的句子，从中悟到阅读文学
作品要善于积累的读书方法。

3．了解几个外国作家的故事，体会他们语言的幽默和巧妙。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交流平台）

二、从四个方面交流：

1．交流外国名著及名著中的人物，可以说说读了什么名著，
简介名著内容，交流读后感受，可以介绍名著中印象深刻的
人物。

这个部分是重点。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入交流，一方面给他一
个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好书推介。

2．交流读中国名著和外国名著不同的感受。

结合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注意外国名著的语言特点，对不
同国家语言特点有所了解。

3．交流阅读外国名著和长篇的方法、遇到的困难，及解决困
难的方法。



比如书中提到的宗教信仰、名字姓氏、风俗习惯，要引导学
生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时代人的思想，而不要排斥或迷信。

4．交流怎样做读书笔记。

长篇名著可以摘录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话语、摘录优美的片段，
写梗概等方法做读书笔记。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

一、自读文学大师智慧的话语。边读边试着理解句子的意思。

二、说说打动自己的句子，并试着说说自己的感悟。

三、背诵句子。

四、交流自己阅读外国作品积累的值得记忆的句子。

五、简要介绍几部适合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的内容，鼓励学
生阅读这些作品。

飞鸟集：《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
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300余首清丽的小诗。白昼和黑夜、溪
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短小的
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

玉米人：伊龙大地是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主活繁衍的地方，
林木蓊郁，莽莽苍苍。山下的皮希古伊利托村里住着几十户
拉迪诺人其（即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他们计
划放火烧山，种植玉米，出售玉米。这完全违反了印第安人
的传统观念。当地印第安人认为，人是玉米做的，卖玉米就
是出卖自己的子孙。围绕着种玉米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老人与海：故事讲到一个精神沮丧的老渔人，在他对职业的
自豪感（他留下的唯一自豪感）的支持之下，冒险远航至墨



西哥湾流并在那里钓住了一条该水域中从未见过的最大的马
林鱼。故事接着说到他孤零零地、在因奋力*住这条大鱼而耗
尽了力气之后，被迫投入一场和一群海盗似的鲨鱼的绝望的
搏斗之中，结果是那些鲨鱼只给他留下了猎获物的一具骨架。

趣味语文

一、读几则小故事，想想趣在哪里？

二、分别就三则小故事交流。

1．《巧问巧答》巧在什么地方？你能把问号和感叹号变成语
言吗？

2．《一个逗号》说明了什么？（作家创作的严肃和认真）

3．《文豪和蚊子》马克·吐温的话巧妙在哪？

（内蒙古教研室丛智芳）

b案

第一课时（交流平台）

一、交流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

1．本组课文让我接触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那些血肉丰满、
性格鲜明的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短篇和长篇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
某一类人物的典范代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2．学生回答，教师板书：卖火柴的小女孩、凡卡、汤姆·索
亚、鲁滨孙

3．哪个人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4．讨论在本组中学到的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方法。

（1）要比较快速地默读，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品中人物的
思想感情，关心人物的命运。

（2）了解作家和作品产生的影响。

（3）读中可以摘录精彩句段，读后写一写心得体会。

二、交流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方法

（一）了解课外阅读情况

1．你还阅读哪些外国文学作品，哪些作品中的人物给你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2．谈谈你是在什么时间、怎样进行阅读的。

（二）交流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方法

1．充分表达自己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中所遇到的困难。

如，不熟悉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不了解人物思想和
行动的原因；对外国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时空跨度大，内容
上感到生疏；作品太长，需要的较多的阅读时间等。

2．讨论阅读方法

（1）激发持续的阅读兴趣：外国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宝贵
财富，是几千年来各国民族创作的艺术瑰宝。优秀的作品其
实就是生动形象的教科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风
貌、风土人情等进行综合反映。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更
是我们与文学大师对话的阶梯，是精神的享受。下面我们就
来讨论，有哪些好的阅读方法，能够让我们走进经典的外国
文学作品。



（2）小组讨论

a．划分小组，推选小组长组织讨论，汇总大家的意见，最后
参与班级交流。

b．明确讨论要求：小组成员要结合课内外阅读经验，探讨阅
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方法。

c．最好能结合自己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

（3）全班交流

各小组代表发言，全班共同总结阅读方法：

a．阅读长篇的外国文学作品时，要提高速度。快速阅读要默
读，要逐句逐行地阅读，不能逐字逐词地读。

b．在选择外国文学作品时，可以略读。粗略地快速阅读了解
主要内容和大意，看自己是否有阅读兴趣，来判断是否选择
阅读。

c．选择后要尽可能读完整作品，可采取见缝插针式的阅读方
式，有时间就读，连续几天读完一部。

d．在开始阅读一部作品前，可以先浏览作家生平简介、译者
的话、序言、后记和内容简介等，把握主要内容后再开始阅
读。

e．阅读中可以在书上作一些批注，阅读后通过写阅读卡或读
书笔记留下读书思考的轨迹。并可以与读过这本书的同学、
家长、老师进行交流。

三、总结拓展



1．同学们，翻开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会置身一个异彩
纷呈的历史画廊，进入奇情异闻的异域他乡，那跌宕起伏的
精彩情节、血肉丰满的风云人物，将使我们开阔眼界，丰富
知识，启迪智慧，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

2．推荐课外阅读书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王子》
《老人与海》《夏洛的网》《爱的教育》《窗边的小豆豆》
《王子与贫儿》《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和趣味语文）

一、日积月累

1．简介：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文学院下属的诺贝尔文学奖
评选委员会进行评比和遴选的一项文学大奖，每年颁发一次，
以表彰该年度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作家。
自19在斯德哥尔摩颁发了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迄今已
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百名作家获得过这一殊荣（其间曾因
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有七年未授奖）。在全世界名目繁
多的文学奖项中，该奖项由于遴选制度的严格，奖金数额的
巨大（约100万美元），涉及地区的广泛，而确立了相当的权
威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事件。

3．自读他们作品中的名句，并思考含义。

4．交流：说说你读懂了哪一句，或最欣赏哪一句，为什么？

5．背诵并抄录这些文学大师智慧的话语。

6．说说你课外准备阅读哪部作品。

二、趣味语文

1．自读三个趣味语文故事，说说你对这些著名的文学家有了



怎样的印象。

2．全班交流：“于细微处见性情”，说说他们给你的印象。

如《巧问巧答》中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与编辑间的通信仅
用一个标点符号来传情答意，一方面说明他们间的了解与默
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雨果的自信与《悲剧世界》的伟大；
《一个逗号》中的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大半天做了一个重
大的工作，就是删去一个逗号后又加入了。充分反映了他严
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
《文豪与蚊子》中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以蚊子“聪
明”预先来看房间号码，以备饱餐，来与服务员趣谈，结果
使自己享受了一晚好的睡眠。则表现了作家一贯的幽默风格。

3．阅读下面几位著名文学家的趣闻轶事，看自己又什么感受。

低产和高产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曾承认写三
句诗有时要花三天时间。一位跟他谈话的低能诗人惊讶地叫
了起来：“那么长时间我可写出一百句诗呢！”“这我完全
相信，”欧里庇得斯答道，“可它们只会有三天的生命
力。”

剃去半边

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正赶写一部作品，
十分紧张，可是社交活动占去他不少时间。一天，他想了个
绝招：把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分别剃去半边。亲朋好友一来，
他就指指自己的滑稽相，谢绝了社交约会。待须发长长还原，
他的大作也告成功。

没有秘诀



大仲马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他一生活了68岁，晚年自称毕
生著书1200部。有人问他：“你苦写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仍
有精神呢？”

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苦写过。”

“那你怎么写得又多又快呢？”

“我不知道，你去问一股泉水它为什么总是喷涌不尽吧。”

4．建议课外更多地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来走近这些伟大的
作家。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教研室韩中凌）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三

人教：《回顾・拓展七》教学设计-01-1517：52《回顾・拓
展七》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我们以前学习过许多描写动物的课文，例如丰自恺的《白
鹅》、布封的《松鼠》、老舍的《猫》，同学们还记得课文
的吗?(学生简单交流)

2.现在我们再次阅读这些文章，感受一下课文的和写法。

(学生再次自主阅读《白鹅》《猫》《松鼠》)

3.我们学习的本组课文也是描写动物的文章，现在同学们再



次快速浏览一下，回顾课文的和写法。

4.本组课文和以前学习的描写动物的课文在和写法上有什么
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1)小组选择其中的两篇进行合作学习，找出和写法上的相同
点和不同点。完成下表：

课题相同点不同点写法相同点写法不同点

(2)小组长将学习的结果进行总结，准备在全班汇报。

5.班内交流汇报

(1)名小组长将合作学习的结果汇报给全班同学。

(2)一名小组长汇报完毕，其他学生互相补充，发表看法。

(教师适时点拨引导。)

6.教师总结

我们阅读课文，要善于比较，在比较中总结，在比较中反思，
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

一、日积月累

引入：

以前我们积累了一些古诗，今天咱们一起再积累一首古诗，
它叫《马诗》，我们要比一比，看谁背诵得最快。

(1)学生自己试读，读准字音，读熟诗句。



(2)指名读全诗，正音。

(3)你认为这首诗该怎么读?

(4)指名读。

(5)这首诗中你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学生提出问题。

(6)交流一下对诗句的理解，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

(7)老师补充学生不理解的地方。

(8)学生自主背诵，小组内交流背诵的技巧，互相背诵。

(9)学生背诵展示。

二、教学课外书屋

1.老师读《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精彩片段

2.学生交流听后感受。

3.如果有学生已经看过，可以介绍自己阅读的和感受，

4.教师向学生简要介绍《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一书，引起学
生的读书兴趣。

6.交流阅读体会。

7.老师向学生推荐动物文学书目。

(1)中国作家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狼王梦》。

(2)加拿大作家西顿的《小战马》《红脖子》。



(3)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狼》。

(4)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孤岛野犬》《赤鸟》。

3.要求学生课外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这些书籍，利用课外时
间阅读。准备读书交流会。

学习目标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四

1．结合本单元“走进祖国西部”的专题学习，交流课内外的
学习与活动，在交流中积累学习方法并理性的分析总结自己
的学习方法，不断进行改进。

2．引导学生交流在课内外学习中的真实感受，鼓励学生大胆
发表自己对西部建设、发展的看法或者建议，激发学生努力
学习、建设西部的豪情。

3．从课文中汲取写法特点，在交流探讨中提高习作水平。

4．引导学生就自己的某一点体会畅所欲言，学会发表自己的
看法和见解，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5．引导学生朗读、背诵古诗词，并能谈谈对诗词的理解和体
会。

教学重点：学会总结与回顾，并能理性的分析学习所得，不
断改进学习方法。

教学难点：从三个角度来展示交流综合性学习的学习成果，
在丰富的形式中交流、汇报。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准备

1．搜集有关西部情况介绍、发展状况、西部建设等方面的图
片和文字资料。

2．阅读并背诵古诗词。

3．搜集与诗词有关的趣味语文故事。

一、交流平台

（一）内容回顾，资料交流。

1．教师用课件展示本组四篇课文内容，并配以旁白：在近两
个周的时间里，我们与蒙古族同胞共话夕阳，我们走进了古
老苍凉的雪域高原，观赏了风沙漫卷的茫茫戈壁上顽强生存
的白杨。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西部的旖旎风光还历历在目，
西部建设者可歌可泣的故事还萦绕在我们脑际。

2．相信你们收集到的资料更多，能介绍给我们大家吗?

3．学生交流自己收集的图文资料，并谈谈自己对西部的感受。
（可以利用展示台）

教师可从以下方面引导：

西部的过去、现在、未来

西部的建设与发展

西部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

西部的旅游与开发

西部的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



西部的教育，西部孩子的学习与生活

……

（二）回眸课文内容，揣摩写作特点。

1．快速浏览课文《草原》和《白杨》，并思考这两篇课文在
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2．小组交流：

（1）把这两篇课文中你最喜欢的部分或者你认为写得最美的
句子推荐给大家，并说说原因。

（2）你认为这两篇课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请分别说一说。

（如：场面描写人物对话的描写

借物喻人（借赞扬白杨树来赞扬西部建设者）

景色描写中的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

3．全班交流、点评。

（三）畅所欲言，尽情交流。

1．在学习中你一定还有其他的收获，也可以同大家交流交流。

2．学生自由发言，交流自己在课内外学习和收集资料中的一
些感受，谈自己在学习上的收获。

3．总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在我们、你们、他们
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必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必将会
迎来灿烂辉煌的明天！



二、日积月累

1．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诵的基础上背诵这首诗，然后谈谈自己
对诗句的理解。

2．请学生把课前收集的一些古诗同大家一起交流、欣赏，互
相激励和启发。

3．建议学生有感情的背诵自己喜欢的古诗。

4．安排时间让学生把喜欢的古诗或诗句摘抄到好词佳句本上。

三、趣味语文

1．阅读趣味语文故事，想想讲了什么，故事的趣在何处？

2．交流：

（1）故事讲了什么，它有趣在什么地方？

（2）读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

3．分组讲讲你课外收集到的趣味语文故事。然后把评出的最
有趣的一个故事推荐给全班同学。

4．全班交流学生推荐的趣味语文故事。

5．师生共同推荐课前搜集的诗词名篇。喜欢的学生可诵读或
者吟唱。

四、总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徜徉在精彩的名篇佳作里，品读着精妙
的语言文字，感受着它们传递出来的情感，我们不禁流连往
返。



西部，这片沃土，我们将会用更美的语言来赞美它，歌颂它！

[回顾拓展一教案教学设计]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五

1.将本组课文与以前学习过的描写动物的课文从内容和写法
上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内容和写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学会在阅读中和反思，不断提高阅读能力。

2.积累古诗

3.通过阅读相关的动物书籍，继续了解动物故事，培养良好
的课外阅读习惯，做好从课内阅读向课外阅读的延伸。课前
准备：准备丰自恺的《白鹅》、老舍的《猫》、布封的《松
鼠》进行阅读。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我们以前学习过许多描写动物的课文，例如丰自恺的《白
鹅》、布封的《松鼠》、老舍的《猫》，同学们还记得课文
的内容吗？（学生简单交流）

2．现在我们再次阅读这些文章，感受一下课文的内容和写法。
（学生再次自主阅读《白鹅》《猫》《松鼠》）

3．我们学习的本组课文也是描写动物的文章，现在同学们再
次快速浏览一下，回顾课文的内容和写法。（学生浏览本组
课文）



4．本组课文和以前学习的描写动物的课文在内容和写法上有
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5．班内交流汇报

6．教师

我们阅读课文，要善于比较，在比较中，在比较中反思，这
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

一、日积月累

引入：以前我们积累了一些古诗，今天咱们一起再积累一首
古诗，它叫《马诗》，我们要比一比，看谁背诵得最快。

二、教学课外书屋

1．老师读《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精彩片段

2．学生交流听后感受。

3．如果有学生已经看过，可以介绍自己阅读的内容和感受，

4．教师向学生简要介绍《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一书，引起学
生的读书兴趣。

6．交流阅读体会。

7．老师向学生推荐动物文学书目。

8．要求学生课外到图书馆和书店寻找这些书籍，利用课外时
间阅读。准备读书交流会。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六

一、教学内容：回顾拓展八

二、教学目标:

1、完成日积月累。

2、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写作方法。

3、完成练习。

三、教学重点：完成日积月累、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
写作方法。

四、教学难点：回顾本单元学习内容，归纳写作方法。

五、教学方法：朗读、阅读、总结归纳。

六、教学准备：课件ppt

七、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师谈话导入：

1、成语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是在近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
中形成的。它犹如我国灿烂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
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便于记忆和传
播；其中一些成语的背后还有生动的故事和传说，用起来极
为生动、形象。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成语大展台。

二、成语大闯关

（一）第一关：我会读

1、学生自读成语后

2、指名读成语,说说这些成语和什么有密切的联系

（二）第二关：我会猜

1、师出示图画

2、生根据图画说成语，并说说是根据什么来猜的。（形象地
理解成语意思）

（三）第三关：我会说

请生说说有关的成语故事或前面没有说过的成语的意思，还
可以用成语说话。（根据故事内容了解成语意思，加深理解，
并活学活用。）

（四）第四关：我会用

请生选用恰当的成语填空

1、小作者真是（），写出的文章构思（），内容（）。

2、音乐会上，既有（）的流行音乐，也有（）的世界名曲，
一曲终了，（），令人回味无穷。

3、这些冰雕艺术品太美了，真是（）、（）。

（五）第五关：我拓展



请生说说同类的成语。

（六）学《响遏行云》这个成语故事

1、学生自己读成语故事,并读懂内容。

2、说说这个成语的意思。（响是指声响；遏是指阻止，使停
止；行云是指流动的云彩。想遏行云指声音高亢阻拦了天上
的流云，多用形容声音响亮。）

3、再联系生活实际交流读后和受到的启发,并能用自己的话
讲一讲这个故事。

4、拓展练习：你还知道哪些成语故事。

（引导学生把阅读成语故事的兴趣延伸到课外，鼓励学生多
读书，多积累。）

（七）师总结

（八）作业

1、背背日积月累中的成语并继续搜集同类成语

2、继续搜集成语典故

[回顾拓展八教学设计(人教版六年级上册)]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1．通过回顾、交流学习本组课文后的收获，引导学
生学习作者如何通过环境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描写。

2．读背并积累中华传统美德的名言警句。



重点分析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交流感悟。

难点分析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交流感悟。

教具准备收集与“诚信”有关的名言警句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交流平台

1．引导学生理解句子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出示：

a、“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食具在搁板上闪
闪发亮。”

b、“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
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c、“林子里静极了。沙沙的足音，听起来像一曲悠悠的小令”

2．组织交流感受

3．根据自身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

日积月累

1．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天我们一起欣赏有关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名言警句。

2．指导朗读句子

3．全班交流，交流句意。

4．组织学生自由吟诵。



6．指导交流课前收集的名言警句。

课外书屋

1．指导读文。

2．启发谈话,交流最感兴趣的地方。

3．拓展交流

4．拓展阅读：绿山墙的安妮（片段）1．学生读例句，讨论
这些句子对于抒发美好情感的作用。

a、侧面烘托出桑娜对家人的热爱

b、表明桑娜非常善良，宁愿自己吃苦也要帮助他人的品质

c、表现了“我”第一次到林中拉琴时那种兴奋的心情，暗
示“我”对拉好琴充满了信心

2．回忆本组课文，找出其他类似的句子，交流各自的体会和
感受

3．交流自己在习作中是如何运用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心理活动
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

4．自由读句子，把句子读通顺。

5．同桌互读，借助工具书理解交流句子的意思。

6．全班交流，交流句意。

“轻诺必寡信”意思是轻易向别人承诺的人，一定很少讲信
用。



“民无信不立”意思是如果百姓对当局失去信心，那么国家
就失去生存之本。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意思是不真诚就不能打动别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真诚，是万
事万物共同遵循的准则；真诚待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有所期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意思是答应
给别人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少；与人约好的时间，一时
一刻也不能改。

7．学生自由吟诵。

8．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名言警句。

9．自由读阅读短文

10．交流最感兴趣的地方。

11．交流课外阅读的其他歌颂人的美好心灵的作品。

12．拓展阅读：绿山墙的安妮（片段）

教学反思

[回顾拓展三(人教实验版六年级教学设计)]

回顾拓展教学反思篇八

学习目标

1、激发学生交流自己在本单元学到的表达方法、学习收获和
体会。



2、了解广告语的风趣、幽默。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交流平台）

一、异域风情展示会

1、遐想回味

同学们在本组课文中我们领略了亚洲、欧洲、非洲的风情，
平时在电视、电影、书报、或外出旅游中，也一定看到、听
到、感受到了许多异域的风土人情，那儿的风俗习惯、独特
的民族文化，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的风光、歌舞、
民族服饰等，同学们一定难以忘怀，同时也一定很想把它们
说出来与大家共享。现在请同学们认真回忆回忆，在记忆的
长河中，异国、异地的风情，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2、异域风情交流

（1）小组交流：请喜欢外国风情的同学自由组合为一组，钟
情于国内风情的同学自由组合为一组，如果有对少数民族歌
舞特别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另外组合在一起，可以说一说，
也可以唱一唱，还可以跳一跳。

（2）班级交流：每组推荐大家感兴趣的节目上台表演。大体
分为下面三大部分：

夸一夸我眼中的异域风情；

唱一唱我心中的异域歌曲；



跳一跳我喜爱的`异域舞蹈。

二、阅读收获交流会

1、弹奏阅读交响前奏。

同学们是否发现，作者在描写异国风情时，用上了许多不同
的表达方法，比如作者写威尼斯的小艇时，作者紧扣小艇，
介绍了人们的生活与小艇息息相关，人和小艇奏成了一曲美
妙的生活乐章。同学们在本单元阅读中一定还发现了许多巧
妙的写法，有许多你们喜欢的方式，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
本单元和本学期的学习收获，开一个阅读收获茶话会。

2、召开茶话会。

老师出示第七单元课文片断：“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
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
都连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
道上，应接不暇。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
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
花。”同学们认真读读这段话，想想从这段话中，你可以尝
到哪些表达方法？（引导学生欣赏这段话中作者把花的美和
人的心灵美紧紧结合在一起，通过种花这件事来表现人物崇
高的思想境界这一写法。）

3、小组交流收获。

（1）读读品品：学生回忆本单元课文内容，找出自己最受感
动或最喜欢的精彩片断或篇章进行品读，看看作者运用什么
方法写得如此动人。

（2）畅谈本单元的学习收获。

4、全班交流学习收获。每组选派一至两位代表上台发言，其



他同学补充。

第二课时（日积月累和趣味语文）

一、日积月累

1、导入

同学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知识是取之不尽
的源泉，用之不竭的财富。”“知识是有学问的人的第二个
太阳。”这些脍炙人口格言名句，曾经鼓励了多少人去拼搏
进取，发愤努力，成就了多少名人志士。今天，我们又要学
习一组中外名人的一组格言警句。这些句子会告诉我们如何
树立理想，如何看待生活、事业，如何快乐地面对烦恼，让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些名言警句吧！

2、学生一边默读名言警句，一边思考含义。

3、同桌交流读后的感想。

4、班级交流，讨论。

5、课外拓展：共同交流平时积累的格言，或名言警句。

6、抄录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

二、趣味语文

1、趣味导入：语言奥妙无穷，趣味横生。有一家钟表厂，为
了说明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打基础出了这么一条广
告：“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维修人员闲得无聊”。在我们的
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各种各样幽趣味的语言。

2、学生默读《最短的科幻小说》《交通告示》，理解含义。



3、交流读后的感受，说说读完后想到了什么。

4、拓展积累：在你的学习和生活中，你还看到了那些趣味语
文？

5、激发学生自己编一两广告语，师生共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