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考试焦虑心理课程教案学情
分析(实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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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石的教学反思简单篇一

看了（）原文地址的一、二稿，总基调我觉得是恰当的，目
标也很合理，两稿无异样。只是在选择内容和策略上略有不
同。我觉得第二稿的改动还是比较科学的。

首先，两稿都抓住了“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这
一句。但在展开的第一个引导的提问就有了点微妙的变化。
设计一：让我们一起在课文这寻找这道风景的美丽所在。学
生自由读课文，找找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美。设计二：那么搭
石构成的这道美丽的风景是怎样的呢？看似小小的改动，但
设计二指向更明确，把学生的注意力很清晰地引向寻找搭石
之美上。

其次在理解“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
是那么协调有序！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
的声音，像轻快的音乐；清波荡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
的美感。”时，第二稿设计不只抓住了“协调”一词意思上
的理解，还递进式的层层推进，引领学生深入思考。读句想
象画面形成意象入手；找近义词理解字面意思；从句子中找
出说明动作协调的地方；除了过搭石的动作协调，还从哪看
出协调，引导学生从声音、节奏、人影相映成趣等地方感受
协调之美。到此，一幅美妙的图画已深深印刻在学生脑海。
朗读的情感自然水到渠成。“协调”成为一条串线，把搭石



上人的动作、节奏、倒影等串联起来，一气呵成。更高明的
地方是，“协调”不只在这小处发挥了大作用，设计第二稿
还巧妙地借助它串联了一个个美妙的情景“一个一个有序走
搭石”、“面对面过搭石”、“心系他人摆搭石”等，每副
画面都是那么“协调”，这一画龙点睛的总结，还文本一个
整体。“协调”一词在文中发挥了最大最多的效用。

再次，在对面而行的这部分理解中，第一稿设计设疑、解疑
后还设计了会说哪些家常话的说话练习，期望通过此步骤让
学生感受亲近之感。第二稿设计删除了此环节，我个人觉得
妥当。在这里对“话家常”的细节不必过多深究。并非每个
小小的细节深入挖掘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的课
堂阅读有效，而且高效。

搭石的教学反思简单篇二

课文的朗读由我和学生分段配合完成，在老师的引导下，学
生们的朗读不仅声音洪亮，也有效改善了“拖音”的习惯，
并带上了一丝自己的感情。朗读之前，我提出问题：什么是
搭石？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朗读，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学生正确回答了“什么是搭石”这一问题后，我不断引导
学生读“脱鞋挽裤”四字，读出搭石为家乡人带来的方便。

了解家乡人是如何摆搭石，我着重让学生体会老年人踩到不
稳的搭石是如何做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并对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如果你急着去上学，踩到了一块不稳的搭石，你会
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急着去做买卖的商人，踩到了一块不
稳的搭石，你会怎么做？”引导学生用课文的句子回答，在
反复的朗读中感受家乡人勤劳善良的美。

体会家乡人如何走搭石，引导学生对“协调有序、清波漾漾、
人影绰绰”理解并朗读这几个词语。在这一部分，我在课堂
上创设了走搭石的情景，由一组同学用富有节奏感的口号模



拟走搭石场景，从而让学生身临其境，体会什么是“协调有
序”，什么是“紧走搭石慢走桥”，体会这诗一般的画面，
体会家乡人的和谐美。

而“两个人面对面走搭石”和“老年人与青年人走搭石”主
要让学生抓住文章重点语句进行理解想象，并让学生模
拟“伏”的动作，感受家乡人的谦让美与敬老美。

通过这一幅幅的画面，学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搭石构成了家
乡的一道风景，课文最后一部分的学习，学生进一步感受到
搭石默默无闻的美与家乡人的心灵美。

整堂课学生配合度非常高，课堂上不断地朗读不仅让学生体
会搭石美，而且朗读的情感上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是让
我非常欣慰的一点，学生的配合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肯定。这
堂课也让我真正的体会到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的作用，情感
引导与朗读指导有效结合，学生才会真正融入课文，理解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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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石的教学反思简单篇三

今天学校新调入我校的李校长走进我的语文课堂，我很荣幸
领导走进我的课堂。没上课之前我还是紧张了一下会儿呢。

但是，一上课我就没有了紧张的情绪，立刻和孩子们一起进
入学习状态。这节课我首先从课题入手，学生看到课题立刻
提出“什么是搭石”?学生走进课文很快的.找到，而且读的
很好。接下出示画面，你从画面中看到什么？随机出示“搭
石，是家乡的一道风景。”提问质疑，带着问题走进课文2--
-4自然段，默读课文动笔画出描写美的画面，写批注。我走
进学生中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根据情况提示学生，多数学
生找到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写批注，今后需要训练
指导。学生汇报时，根据学生汇报的情况出示句子，指导朗
读。最后出示全文最后一段，读小组讨论。你读懂什么？学
生体会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说出更深的感受，在老师的提
示下，学生才说出来，可是我没有找更多学生说，只是一个
孩子一带而过，老师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总结，突出课文的写
作方法----借物喻人，这是李校长给我指出的不足，谢谢校
长的指点。这种现象希望在今后的课堂上要改进。

下课后，李校长与我进行了交流，我明白自己课堂上存在的
问题，我会取长补短，争取更多进步。

搭石的教学反思简单篇四

课文语言质朴，意境秀美，字里行间洋溢著乡村的生活气息。
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一种看得见的美和看不见的.美在文
本中和谐共生。根据本文特点，结合新的课程理念，本课在
教学时我注重以人为本，以读为本。采取情境体验式教学法，
引导学生紧紧抓住“搭石，构成家乡的一道风景。”这一主
题，教学中以学生自读自悟为基础，注重引导学生充分地读，
在读中体验、感悟，在读中积累、内化，在读中欣赏、升华。
把“美”这条主线，贯穿于课堂始终。



搭石的教学反思简单篇五

《搭石》这篇文章就是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结合。文
中诗一般流畅的语言，乡亲们水一般清澄的心灵，都给学生
一种美的熏陶。在上课初始，我就想把学生带进文中那个诗
情画意的氛围，所以我用了作者另外一首描绘家乡美景的小诗
《湖光》导入，在我的配乐朗读中，带着学生进入一个与他
们平常所接触的城市完全不同”世外桃源“。从学生们的表
情上，虽似懂非懂，”小溪“、”水库“、”渔船“等意象
已经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美。这样也激发了他们接下来学习
的积极性。

课文语言质朴，意境秀美，字里行间洋溢著乡村的生活气息。
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一种看得见的美和看不见的美在文
本中和谐共生。根据本文特点，结合新的课程理念，本课在
教学时我注重以人为本，以读为本。采取情境体验式教学法，
引导学生紧紧抓住”搭石，构成家乡的一道风景。“这一主
题，教学中以学生自读自悟为基础，注重引导学生充分地读，
在读中体验、感悟，在读中积累、内化，在读中欣赏、升华。
把 ”美“这条主线，贯穿于课堂始终。

让学生通过这些画面的体会，自然地感受到搭石构成了家乡
的一道风景时，学习最后一段，并通过背景介绍，使学生进
一步感受搭石默默无闻的美，情感又进一步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