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 火把节教学反思
(优质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本课，我让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内容，做到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感爱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教
学方法上主要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教师
做适当的引导，帮助学生在情朗读中加深对课文内容的感知、
理解。重点引导理解火把节的纪念意义，赞扬彝族人民勇于
战胜恶势力，战胜灾难的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优良美德。
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先以“闯关导入”的形式激发学生的
兴趣，同时让学生掌握课文中的重点词语，此环节学生表现
得异常活跃，继而，顺利地进入到下一个教学环节。用“读
中感悟”的方法学习课文描写了几个场面，通过充分地朗读，
感受了五个场面的热闹非凡，学生用比赛的形式完成了这节
课的重点内容学习。

不足之处：

1.对于让学生用四字词语来概括五个场面的描写，刚开始大
多数学生很难回答正确，只是表面地理解成场面热闹的一些
形容词，应当选择第一个场面引导学生如何正确进行概括，
由引导再到放手，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些。

2.由于课堂教学不够紧凑，拖延了时间，使得篝火晚会部分



的朗读没有完成，最后简单结束了全课，这是值得深思的，
在下一节课的试教中应当避免此问题的发生。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二

1、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

2、学会11个生字，认识5个生字，掌握“矫健、嫉妒”等词
语意思。

3、引导学生了解彝族火把节的盛况和火把节的纪念意义，体
会彝族人民欢度节日是无比欢乐的心情和彝家人勤劳勇敢、
不屈不挠的品德。

教学重点

课文的第二、三部分，体会火把节时彝族人民无比欢乐的心
情和彝家人勤劳勇敢。

教学难点

从火把节的传说中体会彝族人民的勇敢与坚强。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简介彝族及火把节,出示相关图片：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
广西。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的节日的传统节日，一般于农历
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届时要杀牛、杀羊，祭献祖先，有的地
区也祭土主，相互宴饮，吃坨坨肉，公主五谷丰登。火把节
一般欢度三天，头一天全家欢聚，后两天举办摔跤、赛马、



斗牛、竞舟、拔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举行盛大的篝火
晚会，彻夜狂欢。

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凉山，走进彝族的火把节去感受
那盛大的节日气氛吧！

二、成果展示

1、认读词语：

蒿枝犄角头帕披毡山寨矫健摔跤嫉妒蝗虫

宰牛羊熊熊烈火激情四溢数不胜数不屈不挠人声鼎沸兴高采
烈

2、形近字:

寨（）矫（）跤（）赛（）

娇（）狡（）塞（）骄（）寒（）

3、近义词：矫健――强健激动――感动

反义词：矫健――柔弱激动――冷静

4、听写词语：披毡山寨嫉妒

5、理解词语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为什么？（主要写了彝族火把
节热烈场面和火把节的来历）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分段轮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同桌交流。

2、默读课文，想想文章可以分成几部分？试概括出每部分的



内容。

（同桌交流）各组派代表说一说课文写了哪几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1――4）写欢迎人们到大凉山和一家人一起欢
度火把节。

第二部分：（5――10）写火把节是激情四溢的盛典。

第三部分：（11――13）写彝族火把节是一家人勤劳勇敢、
不屈不挠的象征，是极具纪念意义的节日。

四、指出你认为能充分体现彝家人的热情的句子朗读并体会
一下

1、出示句子：“来吧……来和我们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
节。”

要求：小组有感情地朗读，谈谈自己的感受。

（体现出彝家人的热情、好客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2、学到这里，你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否被彝家人的热情和火
把节热烈的气氛所打动？谈谈自己的感受。

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为什么？（主要写了彝族火把节热烈场面
和火把节的来历）

五、细读课文，深入感悟

1、彝家人为了火把节都做了哪些准备？找出相关的语句。

“我为你……”

a读一读，谈谈你的体会。（这些句子充分表现出彝家人的热



情和对火把节的盼望）

b指导朗读：热情、盼望、兴奋地。

2、课文描写了火把节的哪几个场面？在小组内说说你最喜欢
哪些场面、情景？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说说自己的感受。

a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准备节日的饭菜；斗牛；摔跤；点燃
火把；围着篝火跳舞

b出示图片，有感情地朗读相关内容。

坚强、不屈不挠的优良美德。）

4、文中反复出现了一句话，你能找出来，并谈谈它的作用吗？

“来吧，……”

（这个句子把全文内容串联起来，向我们展示了激情四溢的
彝族火把节。这个句子反复出现，使文章的感情更加强烈，
让人们迫切的想到大凉山欢度火把节，同时使文章的首尾结
构有一种回环之美。

六、总结全文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三

火把节这篇课文描写了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和彝家火把节
的来历，展现了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和彝族人民勇于战胜恶
势力，战胜灾难的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品质。

在讲授本课时，我主要采用朗读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文章
内容，体会感情。这篇课文特别适合各种形式的朗读，如果
离开了声情并茂的朗读，只是老师串讲，那会很枯燥乏味。



引导学生朗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比
如：体会“日上三竿，斗牛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和“只见火
龙在大地上穿行”这两句话，让他们明白这也是比喻句的另
一种形式。

遗憾的是，这篇课文我一开始没有引导好，稍显平淡无味，
没能在课堂的开始就抓住学生的心。另外，由于课堂教学不
够紧凑，拖延了时间，使得课文的最后一部分——火把节的
来历，没有好好的朗读。

以后的课堂安排一定要好好安排。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四

《火把节》这篇课文描写了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和彝家火
把节的来历，展现了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和彝族人民勇于战
胜恶势力，战胜灾难的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品质。这篇文
章不仅描写了激情四溢的.火把节，全文的感情也可以用热情
奔放、充满民族自豪感来概括，因此教学本课时，我主要采
用朗读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内容，体会情感。语文教学
要“读占熬头”，特别是像这样的课文，如果离开了声情并
茂的朗读，只是老师串讲，那会枯燥乏味的。本节课通过引
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彝家火把节热
烈的活动场面，并愿意于把自己的感受和伙伴们交流，进而
又促进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五

本单元的教学重点是“要用心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感
受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因此教学本课时，我主要采用朗
读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内容，体会情感。语文教学要多朗
读，特别是像这样的课文，如果离开了声情并茂的朗读，只
是老师串讲，那会枯燥乏味的。本节课通过引导学生有感情
的朗读，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彝家火把节热烈的活动场



面——准备节日饭菜，摔跤，斗牛，点燃火把奔向田野，围
着篝火唱歌、跳舞，感受彝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并把自己的感受和伙伴们交流，进而又促进了学
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节课引导学生朗读还感悟到新的内容，如：让学生了解到
这篇课文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即：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开
头和结尾，向即将到来的客人发出盛情邀请。

在感悟的同时也不忽略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向学生讲解比
喻的另两种形式并结合排比句进行练习及体会省略号的作用
并仿写。

本节课不足之处：

1．新课的教学引入平淡，无味，没能在课的一开始就抓住学
生

的'心；由于课堂教学不够紧凑，拖延了时间，最后简单结束
了全课。

2．课堂上学生谈对文本的理解不够深入，只是停留在表面。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六

1、认识和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积累“激情四溢”等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了解彝家火把节的来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教师做适当的引
导，帮助学生有自读、品读、有感情朗读中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感知、理解。

5、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教学时间：

2课时

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读通课文，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全作探究，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条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介绍你了解的一些民族风俗。

二、导入新课。

1、同学们都喜欢哪些节日？说说过节的情况和心情。

2、我国有56个民族，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特有节日，我们今天
就去参加彝族的火把节吧！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朗读课文。



2、说说课文写了哪几部分内容。

3、课文写了火把节的哪几个场面？

四、细读课文，理解感悟。

1、读了课文，你对彝族火把节有了哪些了解？

2、你最喜欢哪些场面，说说自己的感受。

3、说说彝族火把节的来历，了解了这个传说，你想到了什么？
相互交流。

五、有感情朗读课文。

1、采取个人读、小组读、指名读等方式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朗读你最喜欢的段落，展示给大家听。

六、作业

1、抄写生字、课后“读读写写”的词语。

2、进一步搜集彝族人民过火把节的资料

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了解彝族火把节的来历，理解火把节的纪念意义，交流关
于火把节的传说的感想。



3、总结课文，赞扬彝族人民的优良美德。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导入新课。

1、听写课后“读读写写”词语。

2、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3、谈话导入：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了解了
课文的主要内容，还强烈地感受到彝家人的热情好客。这节
课，就让我们和彝族人民一起欢度火把节，感受火把节热闹
场面，感受彝族人民的民族风情。

二、品读词句，想象场面

（一）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1、教师：为了欢度火把节，人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彝家人做
了什么准备？请同学们用横线画出来读一读。

2、学生在文中画出。

3、集体交流

4、有感情计朗读第一部分。

（二）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2、学生自由读第二部分，想象场面。

3、交流反馈课文描写了彝家人在过火把节时穿上节日盛装，
准备节日饭菜、斗牛、摔跌、点火把、围着篝火跳舞等五个
场面。



4、学生一起读一读这些有关的句子。

5、小结；彝家人的火把节真是太有意思了，让我们感受到了
彝族的民族风情。

（三）学习课文第三部分

1、默读课文第三部分，讲一讲这个传说、。从关于火把节的
传说中想到什么？与同学交流。

2、指名说说这个拟说。

3、小组内交流。

4、集体交流。

5、火把节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它更彝族人民勤劳勇敢、不
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6、学生有感情地再朗读文段。

三、课堂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进一步感受了彝族的民族风情，我们还知
道火把节来历，知道火把节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节日，它更
是彝族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搜集其他民族资料，感受这些民族风情。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七

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像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
面，感受彝族特色风情。

2、了解彝族火把节的盛况和火把节的纪念意义，体会彝族人
民欢度节日时无比欢乐的心情和彝族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
的品德。

重点难点：

1、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了解火把节的盛况和火把节的纪念意义。体会彝族人民欢
度节日时无比快乐的心情和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品德。

学习过程：

一、自主探究

1、默读5—10自然段，想：描写了火把节的哪些场面？按什
么顺序写的？（用“﹏”标出表示顺序的词语。给每个场面
拟小标题）

2、火把节是激情四溢的盛典。课文哪些语段能体现出“盛
典”的特点？（提示：标画出体现特点的词句，读一读，在
句段旁写感受。）

3、作者几次邀请大家去参加彝族的火把节？你从哪里能体会
到彝族人民的“盛情”？（提示：标画出体现特点的词句，
读一读，在句段旁写感受。）



二、合作学习

1、感悟理解火把节“盛典”的“盛”：选取一个自己最喜欢
的场面，

读读语段，抓关键词句，想象当时的画面，谈感受。

3、感悟理解火把节“盛典”的“盛情”：你从哪里能体会到
彝族人民的“盛情”？（抓几次的邀请，抓关键词句谈感受。
）

4、我喜欢火把节的场面。我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将感受表
达出来。

5、视频欣赏——火把节。

三、汇报展示

小组按合作学习中的问题汇报交流，老师相机点拨。

四、达标检测

1、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1）、老人来了，弹着平日的月琴；小伙子来了，吹着很久
的笛子；姑娘们来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孩子们来了，围
着篝火着，着，着，着……火光照红了每个彝家人的脸，也
照亮了每个彝家人的心。

2、按要求完成句子练习。

（1）、火把节是我们彝家人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象征。
（缩句）

（2）、森林里有一只身躯庞大、性情凶恶的瞎熊。（缩句）



（3）、（造句）……不约而同……

3、拓展延伸：的场面描写很有特色，请你学习作者的方法，
写一个片段。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八

1．知识与能力

（1）认识6个字，学会11个字，积累“激情四溢”等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了解彝家火把节的来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搜集相关的彝家火把节的图像资料，感受彝族火把
节的热烈场面，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教师做适当的
引导，帮助学生在自读、品读、有感情朗读中加深对课文内
容的感知、理解。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赞扬彝族人民勇于战胜恶势力，战胜灾难的勇敢坚强、
不屈不挠的优良美德。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感



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教学难点

了解彝家火把节的来历，理解火把节的纪念意义，赞扬彝族
人民勇于战胜恶势力，战胜灾难的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优
良美德。

关键：通过搜集相关的彝家火把节的图像资料，感受彝族火
把节的热烈场面，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教学时数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读通课文，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合作探究，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条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介绍火把节，导入新课

1．教师板书“火把节”：同学们，这个节日你们一定不陌生
吧!能用你们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介绍一下吗？（引导学生反馈
搜集到的资料，加深对火把节的了解。）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古老而重要的
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骚声海内外，被称



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
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
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在新时代，火把节被
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式。

2．教师谈话，导人：同学们，彝家人的火把节就非常有特色。
他们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欢度他们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就
让我们一起走进彝家人的火把节吧!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课前广泛地搜集有关的资料，在资料
的搜集和阅读中，丰富对火把节的认识和了解。再通过课堂
的反馈、交流，进一步巩固学生对火把节的整体认知。同时
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运用资料的能力和借助资料学习课文
的习惯。）

二、提纲导路，合作学习

1．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和同学交流在读和书写生字
上的注意要点。

2．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并根据图片、联系上下文或工具书
解释下列词语的意思。

头帕披毡山寨矫健摔跤嫉妒蝗虫

激情四溢数不胜数不屈不挠兴高采烈不约而同

3．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主要描写了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和彝家火把节的来历。）

4．给课文分段。

（设计意图：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力量，让学生充分地与文
本交流。通过小组自读，化难为易，简单的内容自己学，复



杂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这样不仅可以克服学生独立学习的'
畏难情绪，还能有效地提高学习的效率，培养学生团结协作
的能力。）

三、检查反馈，理清条理

1．检查生字新词。

（1）教师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指名读一读。

（2）全班读一读。

（3）教师：这一课的生字比较多，而且有些字还比较难写。
你能不能给同学提个醒呢？（指名反馈，教师强调：“毡、
寨、嫉”三字。）

（4）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检查课文读通的情况。

2．指名反馈“激情四溢”等词语的位置以及意思。

激情四溢：充满着强烈的、具有爆发性的情感。

数不胜数；本课指蝗虫多得数不清。

不屈不挠：不屈服。

矫健：强壮有力。

嫉妒：忌妒。

3．指名反馈：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主要描写了彝族火把节
的热烈场面和彝家火把节的来历。）

4．教师：如何分段？



第一部分（1～3）：讲彝家人做好各种准备欢度火把节。

第二部分（4～9）：描写了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第三部分（10～12）：写彝族火把节的来历。

第四部分（13）：邀请人们和彝家人欢度火把节。

（设计意图：通过自读反馈让学生反复地读课文，学习生字
新词，丰富学生的词语积累，加强学生语言感知能力的培养。
通过集体的交流，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条理，使
学生感受到合作探究的乐趣。）

四、初谈写作方法，感受彝家人的热情

1．教师：在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节日里，我们处处感受到彝
家人的热情。

请同学们找出相关的段落读一读。

2．学生画出相关段落．自由朗渎。

3．指名交流；

来吧，到我们大凉山来吧．和我们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

来吧，到我们大凉山来吧，和我们彝家人一起参加这三天
三*激情四溢的盛典。

来吧，到我们大凉山来吧，和我们彝家人一起庆祝这个极具
纪念意义的节日。怎么样？来吧，到我们大凉山来吧，和我
们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

4．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



5．学生根据朗读自由抒发自己的感受。

6．教师小结：课文运用了呼应的手法。文章开头、文章中间、
文章结尾互相呼应，对同一内容“来吧，到我们大凉山来吧，
和我们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反复强调，使文章的感情更
加强烈，让人们迫切地想到大凉山欢度火把节。同时使文章
的首尾结构具有一种回环之美。

7．再次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这种手法的好处。

（设计意图：通过品读语句，了解课文写作上的特点，体会
彝家人的热情好客，为进一步学习打下感情基础。）

五、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不仅了解了课
文的主要内容，还强烈地感受到彝家人的热情好客。下节课，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凉山，和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去感
受彝族的民族风情。

六、作业布置

1．抄写课后读读写写中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组词。

矫（）幕（）瞪（）跤（）搏（）陪（）

娇（）暮（）蹬（）狡（）博（）赔（）

第二课时

1．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课文描写的彝族火把节的热烈场面，



感受彝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了解彝家火把节的来历，理解火把节的纪念意义，交流关
于火把节的传说的感想。

3．总结课文，赞扬彝族人民的优良美德。

教学准备

抄有文中关键语句的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导入新授

1．听写下列词语。

头帕披毡山寨矫健摔跤嫉妒奖励蝗虫

激情四溢数不胜数不屈不挠兴高采烈不约而同

2．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课文主要描写了彝族火把节的
热烈场面和彝家火把节的来历。）

3．谈话：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了解了课文
的主要内容，还强烈地感受到彝家人的热情好客。这节课，
就让我们和彝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感受火把节热闹的场面，
感受彝族人民的民族风情。

二、品读词句，想象场面。

（一）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1．教师：为了欢度火把节，人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什么
准备呢？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来。



2．学生在文中画出。

3．集体交流

砍好蒿枝扎好火把（板书：扎火把）

彩衣与头帕披毡和花包（板书；民族服饰）

杀好鸡鸭宰好牛羊买来美酒和水果（板书：美酒佳肴）

4．有感情地朗读第一部分。（热情地、盼望地、兴奋地）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九

《火把节之歌》是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习俗风情中的
一篇新课文，是王充闾去四川彝族自治州观光火把节活动之
后所写的一篇散文，公开课《火把节之歌》教学反思。

这篇文章从彝族特有的风习和传说中发掘彝族人民对火特有
的感情，进而揭示出火在其民族发展和现实需要之中与人们
形成的亲密关系。本文妙语连珠，使用大量修辞手法和现代、
古代诗文描绘出火把节的盛况，尤其在持火把游行这一片段
中作者点出了火把节活动的现代精神。

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这样教授：

一、激趣导入

我在上课时首先提出问题：“我国有多少个民族？，你对哪
个民族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容易激发学生的兴
趣，让他们畅所欲言，进而引出本课的“主角”彝族。

接下来我使用ppt展示彝族的简介：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
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总人口约900多



万，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会见毛
主席，毛主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后给出建议，由于“夷
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便将“夷”改为“彝”，他认
为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
有“丝”，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听了很满意，一
致表示赞成。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
族称。

以上这段文字十分巧妙地揭示了“彝族”的“彝”的来历，
从造字法这一方面进行引导，符合新课程标准中有关识字、
写字、汉语拼音教学的要求，即：识字教学要注意儿童特点，
将学生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
引导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主动识字，力求识用结合。要运用多
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
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二、初读课文，识民俗之美

要求学生自读课文，认识“火”在彝族人民心中的地位，经
讨论得出：1、火是圣物，净化一切。2、火是神物，神之所
在。3、火是中心，凝聚人心4、火能照亮文明、除害保苗。
从而让学生感悟到彝族人民对火怀有一种虔诚、敬畏的感情。
再让学生思考：文中哪一段重点写明了“为什么要举行火把
节？”

学生纷纷找出是第五自然段，是因为一个传说，所谓传说就
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古诗，于是我要求一个学生使用讲故事的
口吻进行朗读，其他同学进行概括火把节形成的由来：纪念
英雄，祈祷丰收。这一活动锻炼了学生的朗读和概括能力，
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中有关阅读教学的建议：应加强对阅
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有些诗
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丰富积累、增强体验，培养语感。

三、再读课文，品文字之美



我和学生们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王充闾先生来到
彝族自治州，领略他们的火把节风光。同学们看到彝族人们
在火把节中举行了哪些传统习俗？”学生阅读后可快速找出：
歌舞表演、选美活动、摔跤、赛马、斗牛、斗羊、持火把游
行。在此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传统习
俗片段进行朗读，第一个学生找的是歌舞表演，我对她进行
了这样的朗读指导：“请注意作者的描写，歌声是优美动人
的，舞步是轻盈可人的，像女儿河一般碧波柔缓、清澈柔美
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又展示了歌舞表演的图片，增强了直
观性。随后全班学生都认为应该读出舒缓、柔美、甚至带有
一点妩媚的感觉，接着我要求全班女生进行朗读，取得了很
好的朗读效果。

第二个学生是男生，因此他喜欢持火把游行这一活动，我进
行了这一的朗读指导：如果说歌舞表演是优美动人地唱起来，
那么持火把游行就是漫山遍野的响起来，他们的队伍如此庞
大，他们的歌声如此响亮，犹如金龙飞舞天空都大放异彩，
这一场面堪称壮观，堪称雄浑！”同时我也将这一画面以图
片的形式展示，让学生感受。随后要求全班男生以响亮的声
音、昂扬的气势读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同样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这一活动我是根据新课标中有关阅读教学的理念来设计的：
各学段关于朗读的目标中都要求“有感情地朗读”，这是指，
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
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
品情感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
调。

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教师应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随
后，我要求学生对描写这两个活动的优美语句进行赏析，学



生找到了“歌声美，舞步轻，织成了一条情韵绵绵的女儿河，
又好似一朵朵太阳花在蓝天下缓缓滚动。”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到处都有金龙
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
界。”“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教学反思《公
开课《火把节之歌》教学反思》。”这三句话，赏析结果为：
第一句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将打着黄油伞、牵着三角彩巾的
彝家女儿载歌载舞的情态比作女儿河和太阳花，生动形象地
写出了彝家女儿歌舞表演时柔情似水、美丽动人的身姿。

第二句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将持火把游行的场面比作金龙飞
舞，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场面之壮，气势之大。第三句使用了
夸张和排比的修辞，富有气势，有力地突出了漫山遍野的火
把之多，浩荡奔腾的气势之壮，营造了热情、欢乐的氛围。
赏析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补充的理念。

四、研读课文，悟精神之美

本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歌”的含义，我将这一部分视为重
点和难点，符合了“重视和培养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这一要求，要求学生自己思考“歌”是什么意思？
（即：歌颂）再进行小学合作学习，探究歌颂的是什么。这
一活动是基于“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
理念：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
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
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
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
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评价方式的设计，都应有助于这种学
习方式的形成。

在学生的讨论中，他们得出了一点：歌颂旺盛的生命力。我



追问：“这一点是从哪里看出的？”他们回答我：从摔跤、
赛马、斗牛、斗羊、持火把游行这些活动里看出的。”我继
续追问：“那么当我们看到女性优美动人的歌舞表演和充分
展现他们风姿的选美活动时，我们歌颂什么呢？”学生们窃
窃私语：“美”。

我继续引导：同学们看文章内容，这一种美仅仅是外在的美
吗？学生们回答：“不是，还有一种心灵美，选美要看姑娘
们的身材容貌、穿着打扮，又要看她们的仪态丰采，还要看
平时的道德品行，包括对待长辈的态度。”我说：“有哪位
同学能概括一下？”一同学心领神会：“对外在美、内在美
的追求。”

在教参中写道：这篇文章从火把节透视彝族的民族性：传统
精神与现代人心理需求的统一。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还歌颂
了彝族人民的一种传统精神，因此我开始引导：“彝族仅
仅900万人口，但是如今依然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靠的是什么？他们10历史之久的火把节流传至今，将所
有传统习俗都流传下来。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学生们顿悟，这是一种传承精神，作
者对彝族的传承精神也进行了歌颂，接着我用ppt展示了这样
一段话：“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
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这句振
聋发聩的话语，表达了个人的文化理想，也为民族文化的发
展注入了积极的能量。要求学生朗读并感悟。体现了基本理
念中“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
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
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的`要求。

五、课外拓展，读写结合

要求学生进行课堂练笔，要求如下：我国有许多传统佳节，
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请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一个传



统节日的片段。

我认为初一学生目前最缺乏的正是描写能力，因此学习了好
文章，就要趁热打铁，将学习到的描写方法（如修辞等）活
学活用，课程标准中要求在教学中要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
与综合性：教师应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注重听说读写之间
的有机联系，加强教学内容的整合，统筹安排教学活动，促
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重视学生读书、写作、口语交
际、搜集处理信息等语文实践，提倡多读多写，改变机械、
粗糙、繁琐的作业方式，让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学习语文，学
会学习。善于通过专题学习等方式，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听
说读写，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因此我认为随堂小练笔
十分重要。

经过课后与其他听课老师的交流探讨，我认为本节课有以下
需要改进的地方：

1、课文教学顺序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即先让学生认
识“火把节”是什么（即：有哪些活动），再探究火把节的
成因，这样符合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心理。

2、“彝族人民对火的感情”这一问题与“火在彝族人民心中
的地位”略显重复，我本意是想培养学生概括思想感情的能
力，但将其单独列为一个问题显得有些累赘，可巧妙穿插或
一句带过。

3、教参中写道“王充闾所吟诵的在全诗尾章《凤凰再生歌》中
‘凤凰和鸣’部分，是全诗的高潮。作者用凤凰从火中再生，
成为不死鸟来象征中华民族的复兴，火是促成凤凰再生的催
化剂。王充闾借此诗抒写了对于火的礼赞，是火使彝族焕发
青春，永葆活力。”可见，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的诗句引
用对学生理解文章内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只字未提，
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4、对于作者最后一段文字并没有展开讲解，最后一段文字中
写道“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一反平日里那种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
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达到精神上的升华。”这
句话是及有内涵可挖掘的，这也是“歌”的一部分，歌颂的
是彝族人民“解放天性，对自由的追求”。

5、在“课外拓展，读写结合”这一部分中要求不明确，“生
动的笔触”太笼统，可具体到“使用文中所用到的修辞手
法”，这样一来既可以让学生明白修辞手法可以使语言文字
更加生动，二来可以节约课堂时间，使学生快速上手。“传
统佳节”也过于笼统，可以具体到“春节放鞭炮的场面”让
学生展开描写，可以便于全班同学商量探讨、借鉴学习，也
便于教师的讲评。

此课意义非凡，是本人第一年工作的第一场校级公开课，有
诸多不成熟、不正确的想法，还望海纳。今后定将再接再厉，
刻苦钻研，为语文教育教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歌曲火把节教学反思篇十

教学内容：

欣赏中阮独奏《火把节之夜》。

教学目标：

1、能静心、专注地欣赏音乐，并能听出音乐中各段落不同的
情绪和速度，能随着音乐展开丰富的想象。

2、初步了解火把节的概况和民族乐器“阮”，能初步辨
认“阮”的音色。

3、学会几个彝族的舞蹈动作，并随着音乐表演；学习演奏手



鼓，为乐曲伴奏。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表现傣族欢乐情景的歌曲《欢乐的泼水
节》，今天我们要到彝族的山乡去“旅游”，参加他们的火
把节。

介绍彝族的火把节：

彝族的火把节盛名天下，每年的农历6月24日起，连续三天三
夜，彝族人民在宽广的草地上纵情歌舞、赛马、斗牛、射箭、
摔交，到了晚上，青年男子就点燃火把，穿行于田野山村之
间，以驱除妖魔，保佑平安，密密的火把犹如一条长龙在山
道、田间缓缓游动，场面十分壮观，与此同时，处处点燃篝
火，男女老少围着篝火欢乐歌舞，直至深夜。

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中阮独奏《火把节之夜》。

二、欣赏乐曲，展开想象。

1、介绍乐器：中阮――好像是一把大的月琴，它的历史有近
了，有大、中、小之分，常用的是中阮和大阮，他们有四根
弦，演奏时左手持琴，右手用拨子演奏，中阮的音色柔和，
表现力很强。

2、提出欣赏乐曲的要求。

首先要集中注意力，否则就听不出其中的妙处了；其次，要
能记住乐曲的主题旋律，最好能跟着哼唱几遍；再者，听音
乐要能根据音乐的标题和意境展开联想和想象，想象越丰富，
你对乐曲的理解就越深，对音乐语言就越熟悉；最后，还要



注意演奏乐器的音色。

3、初听乐曲，现在让我们首先做到第点，集中注意力，聆听
乐曲。随着教师学唱要求学生充分展开联想和想象。

4、完成课本上的作业：为a、b两段旋律填上速度和表情用语。

三、欣赏弹拨乐曲《节日》。

1、简介民族及民族乐器鹰笛和手鼓。

2、初听乐曲，随着教师学唱乐曲主题，要求能初步记住。

3、学习手鼓的演奏方法，部分学生手持手鼓为乐曲伴奏。

4、教师演奏乐曲的主题，部分学生手持手鼓为乐曲伴奏，其
他同学模仿手鼓演奏的动作。

四、复听乐曲，能根据音乐的标题和意境展开联想和想象。

五、教学后记：

这节课首先集中学生注意力，聆听音乐；能让学生记住乐曲
的主题旋律，能哼唱乐曲的主题旋律；能根据音乐的标题和
意境展开联想和想象；能听辨演奏乐器的音色，能用手鼓为
乐曲伴奏。很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