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沉香救母教案反思 沉香救母教学
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沉香救母教案反思篇一

在学习到课文《沉香救母》第二自然段时，为了让学生深切
地体会沉香不畏艰难险阻，救母心切的顽强意志，我紧
扣“不在乎”作为文眼，让学生细细地品读。沉香为了救出
妈妈，他“一点都不在乎”什么？以这个为切入口，引领学
生走入文本，重点抓住“不知……也不知……，充饥、捧、
磨出一个个血泡、划下一道道血痕”这些字词加大学生与文
本对话的力度，引导学生反复朗读，细细品味，再通过交流
进一步全面提升对文本的感悟。“沉香不在乎长途地爬山涉
水。”“沉香不在乎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饮露。”“沉香
不在乎脚上那么多的血泡，身上那么多的血痕。”“他也不
在乎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学生以心灵诠释着
文本，再造着文本，并且从文本中获得了充分的情感体验，
此时让积蓄情感得以升华，提炼深刻的内涵已经是水到渠成
的事了。于是，我把学生的这些情感凝聚成一个喷涌
点：“小朋友，沉香当时还只不过15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多的危险，老师想都不敢想，可是沉香不但一一克服了，
而且还“一点都不在乎”，从这里，你感受到了什么？”学
生的回答又一次掀起了课堂的高潮，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
浅，心中悟出始知深。”

沉香救母教案反思篇二

我们常说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可学生是活的主



体，正因为这样，所以就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而
这派生出来的问题如果能够注意生成的话，就很可能成为很
好的教学资源，从而有“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者“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收获。

今天我在教《沉香救母》一课时，根据教案，我让学生自由
读完第三自然段：爸爸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便说：“二郎神
心狠手辣，神通广大，你才是个8岁的孩子，怎么能对付得了
他呢？”沉香看着苍老的爸爸，默默地攥紧了拳头。读完后
我让学生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不知是这个问题设计的太过
笼统还是要求过高了，学生的回答不尽如意，就在这时，吴
正涛站起来回答：“沉香才8岁，为什么他的爸爸是苍老的爸
爸？”应该说他的回答滑离了所提问题的轨道，可就是他的
回答改变了我原来的教学设计，因为我想到了薛法根老师的
课，想到了他富有特色的读中悟，悟中读，我何不让学生根
据字词来体会呢？我怀着尝试的忐忑心情，让学生先回答了
吴正涛的问题，有学生说因为沉香一直跟着爸爸过日子，爸
爸很操劳，所以苍老了，也有学生说爸爸常常思念妈妈，心
里很难过才会这样的……学生的回答消除了我的惶恐，我就
请学生根据“默默”一词说说自己的理解，还让学生谈了
对“攥紧”一词的体会，学生说的头头是道，跟刚才的沉闷
判若两回事。

上完课，我还久久地为学生能有如此的理解骄傲，也为自己
惭愧，如果没有吴正涛的“误打误撞”，这将是堂失败的课。

我对自己说，永远别小看你的学生，他们往往是你灵感的激
发者，是你工作的改良源。

沉香救母教案反思篇三

一节课结束，我想了很多，由于是公开课，我没有了平时的
随意和随兴发挥，学生也由于我课前的思想教育而有所约束，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我认真反思了一下这节课的教学。



课前我 针对 学习 目标，我首先确定了本课教学的重、难点
以及教学时主要的段落，教学的重点是：紧扣文中关键词句、
展开想象，体会沉香不畏千难万险，英勇救母的一片赤诚之
心，在此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难点是：紧扣文中关键
词句、展开想象，深入品味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爱”。创设
情境，围绕“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想像说话。

1、抓关键字词体会沉香救母的急切心情。如第一自然段
的“救母心切”，并且积累相关心情急切的词语。

2、通过句子比较，凸显关键词语，深入体会。如：“一个
个”、“一道道”与“一个”、“一道”的比较。并且出示
了一组句子，进行填空。

3、创设情境，进行心灵对话，与人物产生共鸣。如：与沉香
的心灵对话，画出你最感动的句子是什么，深入体会“一点
也不在乎”。

4、抓住留白，想像说话，如：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这时他们会说些什么??体会沉香对母亲的一片“孝心”。

5、结合本单元“亲情篇”的主题，拓展围绕母爱的小文章和
名言，让文本得以延伸。

虽然我做了不少努力，但 仍有 许多 遗憾：第二自然段的内
容挖掘没有完全呈现，留白想象的句子由于 设计时有点难度，
学生答不上来，我越主代庖说了 ，也许按照文中的句式进行
延伸练习，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母子相见情景，没有充分展
现，我想还是我的引导有所欠缺。

教学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但我 会一直 努力向更高地境界
去攀登！



沉香救母教案反思篇四

在教学第四自然段，我说：当沉香站在华山脚下，想到自己
马上就要见到妈妈了，心情如何？会想些什么？接着，教学
完全文，我又让孩子们想象：沉香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母子俩会说些什么？这个说话训练，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
孩子们的想象能力真是丰富，他们说的头头是道。如：沉香
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后,妈妈抚摸着沉香的头说：“好孩子，
你受委屈了。你的身体好吗？你过得好不好呀？”沉香激动
地说：“妈妈，我好想你啊！现在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心里
好开心。妈妈，您在山下一定吃了很多苦，好妈妈，咱们现
在一起回家，以后我们要天天在一起！”这段训练同时也让
我看到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能知人间冷暖了。

本堂课也有不足之处，表现在课堂评价方面，深感教师的评
价多，学生互评自评少。评价形式单一，特别是在综合性学
习评价中，我不够重视评价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在
以后的评价中要充分注意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
思路和方法，对这两个方面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积极的评价，
这样才使课堂评价更有价值。

此次尝试课后，更深刻地体会到，语文教学要渗透以人为本
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理念，要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创新的学习方式和创新精神，使语文教学过程成为学
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的过程。

沉香救母教案反思篇五

孩子们延续浓厚的阅读兴趣和信心，又在此基础上提高层次，
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我做了以下尝试：

首先，既然孩子们都看过，那么我就在初读课文之后，进行
了复述课文的训练。学生爱把复述变成背诵课文，于是，我
先让孩子们概括出小标题。比如，我在让学生通读课文之后，



找出哪个段落写了“沉香大战二郎神”，接下来以此为中点，
让学生自己顺藤摸瓜，往前导，往后寻，逐渐概括出了“从
未见母——了解真相——决心救母——拜师学艺——一路艰
辛——战败二郎神——救出母亲”的小标题，学生徇着小标
题的提示，用自己的话来复述了故事的大致情节，以此达到
了语言训练的目的。也因为学生对故事比较熟悉，因此原本
看起来很难的概括小标题训练和复述的训练在不知不觉中迎
韧而解。

其次，我利用插图引导孩子认识沉香，让孩子说说沉香的样
子，易于调动孩子们学习积极性，使教学富有趣味，做
到“课伊始，趣亦生。”同时，课文彩图是文本主旨的形象
直观地再现。如沉香“紧握拳头”、“紧蹙双眉”是沉香立
志救母的外现。观察人物动作、表情，有利于孩子在第一时
间感悟文本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为品读内化做好准备。同时，
质疑“为什么紧握拳头、紧蹙双眉”，也是与文本对话的难
点所在，有利于帮助孩子读时直扑难点。

第三，在学习到课文《沉香救母2》时，为了让学生深切地体
会沉香不畏艰难险阻，救母心切的顽强意志，我紧扣“不在
乎”作为文眼，让学生细细地品读。沉香为了救出妈妈，
他“一点都不在乎”什么？以这个为切入口，引领学生走入
文本，重点抓住“不知??也不知??，充饥、捧、磨出一个个
血泡、划下一道道血痕”这些字词加大学生与文本对话的力
度，引导学生反复朗读，细细品味，再通过交流进一步全面
提升对文本的感悟。“沉香不在乎长途地爬山涉水。”“沉
香不在乎一路上忍饥挨饿，餐风饮露。”“沉香不在乎脚上
那么多的血泡，身上那么多的血痕。”“他也不在乎路上遇
到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以“他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为另
一个升华点，引导学生谈“这里，你感受到了什么？”学生
对爱母，母爱，执着的理解，又一次掀起了课堂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