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汐教学反思 浙江潮教学反思(汇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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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潮汐教学反思篇一

《浙江潮》有两篇课文——《浙江之潮》和《观潮》。前一
篇是文言文，后一篇是现代散文。在教学《浙江之潮》时，
我先让学生自读，然后找出中心句。这对于五年级的学生并
不难，学生一下子就找出第一句“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
”我进一步追问中心句里的'中心词是哪个？学生抓住“伟
观”。那从哪些句子你体会到它的伟观。再次引导学生自读，
并做好批注。在汇报交流中，学生先是从第四句中抓住“大
声如雷霆”来说。我引导此句除了从声音来说浙江之潮的伟
观，还写了什么。这样一提醒，学生又抓住“吞天沃日，势
如雄豪”来说。师：“是啊，第四句从声、势方面来写浙江
之潮的伟观，那第三句在写什么呢？”这样再一次引导学生
自读第三句话。学生又抓住“一条白线”来说。

师：一条白线”指的是什么？

学生才明白原来指的是海浪，这样这句话的修辞手法不言而
喻了。最后是个难点，在第三句中还从色（银、玉、雪）业
描写浙江之潮的雄伟，通过自读学生一直没有领悟出来。师：
在第三句话中有一些词是表示颜色，你们能找出来吧。

学生刷刷一下子就找出来了。

师：文章学到这里，还有什么不懂？



有的学生提出“既望”。

师：我们一起把第二句话读一读。

师：“既望“指的是阴历十六日。

学生马上领悟这句话是交代每年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潮最盛
大，最值得去观看。

最后是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视频，通过观看让学生把文字转化
为画面，加深了理解，朗诵起来效果更不错。

学完本文，再来学习《观潮》，就更容易了。如果说在学习
《浙江之潮》所采用的方法是“扶”，那本文我就采
用“放”。先出示自学要求：1.自读课文，找出文中的中心
句。2.课文是怎样来写它的奇观？3.是按什么顺序来写
的？4.练习写提纲。

学完两篇课文后，还让学生对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在现
代文《观潮》的语段中找出与文言文《浙江潮》词句相对应
的句段。最后，让男女生对比朗读文言文和现代文，在一古
一现地比较朗读中，学生对文言文用字措辞高度的概括性和
简洁精辟的特点有了深刻的体会，也让学生感受到了现代文
遣词造句的细致入微、明白实用的特色。这也正是语文课标
中，强调语文要让学生感受祖国语言文字优美热爱祖国语言
文字所倡导的。

潮汐教学反思篇二

得：在教学一课后，我进行了认真地反思，认为本课的亮点
之一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积极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
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并有所感悟。通过对比阅读，激发学生的读书热情，让学生
领悟和学习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精炼的特点，体会到文章的



比喻、夸张和烘托渲染等修辞手法的作用，提高学生品味词
句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本
课的亮点之二是：我们能适时地运用多媒体课件突破重难点。
多媒体对教学的辅助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让学生通过雄伟奇
特的画面，走进了离自己生活实际较远的浙江海宁，感受到
浙江潮的壮观，缩短了学生和文本的距离，收到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

失：人们常说教学是一种不完美的艺术，一节课后总有让感
觉遗憾之处，如有些学生在学习古文过程中读错字较多，并
不能按古文的节奏去读，因本课容量大，为了节约时间，我
没有过多地去关注他，忽视了关注每个学生发展。在今后的
教学中我们将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关注每个学生的发
展，达到教学的最优化。

潮汐教学反思篇三

《浙江潮》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奇
观”里的一篇主体课文，课文的内容节选自南宋文学家周密
的文言文《观潮》，《浙江潮》是周密根据钱塘江大潮写的
一篇文言文，教材在《浙江潮》这篇文言文后面附加了一篇
现代文的《观潮》。这一篇文言文和一篇现代文编写在一起，
成了教材编写的独到特色，这两篇课文在内容和选材上都有
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描写了号称“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
但是它们在言语表达上有着天壤之别，偏偏正是这种巨大的
区别学生在预习时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文言文对他们来说
虽然以前在课后阅读积累中见过，可并不要求学习理解，只
是阅读一下作为了解，这次把文言文编入了主体课文要求理
解学习，看着这些难以理解的说话书写方式，学生犯了愁，
个个束手无策，怎么才能降低学生对文言文的恐惧感呢？我
思考着对付这个拦路虎的方法。

在上课前上早自习的时候，我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再去背
背课文，可是学生对于《浙江潮》这篇文言文只是简单的读



了一下便不闻不问了，他们对《观潮》还比较感兴趣，读得
津津有味，这时一个灵感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何不先让学
生通过阅读现代文《观潮》了解了钱塘江大潮的特点之后，
再带领着学生疏通文言文《浙江潮》的文句意思，最后再让
学生对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在现代文《观潮》的语段中
找出与文言文《浙江潮》词句相对应的句段。这样不是降低
学生学习古文的难度了吗？这样也有效的保护了学生学习课
文中文言文的积极性。

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我指导学生先学习现代文《观潮》，
概括课文的写作顺序，作者从声、色、形等不同的角度和大
潮到来之前、之时、之后等不同时间段描写了江潮的壮观雄
奇。再借助网络资源播放钱塘江大潮的视频资料，非常细致
入微地把大潮展示在了学生面前，让学生在阅读、欣赏学习
中真切地感受到钱塘江大潮的宏伟壮观的气势。在此基础上
学生也了解了什么叫“天下奇观”。在学习文言文《浙江潮》
的时候，我先让学生听课文录音，再范读课文，因为学生初
学文言文对停顿和语气的正确把握有困难，不容易读通顺，
接着我又带领学生读课文，让他们感受读文言文的韵味，后
来我便让学生从《观潮》中找出与《浙江潮》词句相对应的
句子，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杨诚斋说的那两句诗之外，
学生都找到了《观潮》中与《浙江潮》词句相对应的句子，
最后，我便让男女生对比朗读文言文和现代文，在一古一现
的比较朗读中，学生对文言文意思的理解不讲自通，同时对
文言文用字措辞高度的概括性和简洁精辟的特点有了深刻的
体会，也让学生感受到了现代文遣词造句的细致入微、明白
实用的特色。这也正是语文课标中，强调语文要让学生感受
祖国语言文字优美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所倡导的。

潮汐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篇比较特别的课文，由两篇文章组成。前面是古文
《浙江潮》，后面附现代文《观潮》，乍一看，好像重点在
前面，其实不然。因为教学的难易程度，教学目标的确定应



该根据小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定。

该单元以奇观为题，所选课文都是与自然界的雄伟奇观有关
的文章。所以这篇课文教学目的重点，应该放在体味钱塘江
大潮的雄奇壮观，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丽上。当然，对于五
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完全凭借对古文的感悟，去实现这个教
学目标是不可能的事情。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靠深刻地、
比较全面地品读、想象、感受现代文《观潮》。所以，《浙
江潮》只要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能整体感知把握，能够背诵
即可，而现代文《观潮》则是细细品赏的对象。最后在感受
现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古文。

这组课文我准备3课时上完。第一课时重点是读，然后做感性
认知。在读这个教学环节上，古文的朗读有一定地难度。但
还是应该把主动权教给学生，先让学生自己解决字词读音问
题，自己确定语感，自己读。然后老师才去引导学生解决读
中表现出来的问题，还有通过领读、范读帮助学生正确流利
地朗读。熟读课文后，学生自然会对古文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现代文《观潮》的朗读比较容易，因为有许多事情学生在预
习的时候自己就能解决，这节课只需要将学生在预习过程中
存在的朗读问题加以解决便行。再来让学生谈整体认知，理
清文章地叙述顺序等来感知课文。

第二课时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最终目的是让学生通过
对描写潮来时的第4、5自然段细心品读、想象、感受，身临
其境地感知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领略自然界的`神奇美丽。
第4、5自然段的教学应该抓住描写江潮声音和形象的重点句
子及里面的一些词语，调动学生自身的生活体验，细细品味
感受，让文字的描写形成画面，作用于学生的大脑，留下深
刻的印象，产生美感。再利用好多媒体提供的优美的画面和
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在感悟体味文字后，如身临其境，从
内心深处亲切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钱塘江大潮的雄奇壮观，
为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叫绝。因此，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流程：
多遍读，整体感受——精心品读第4、5自然段，想象潮来时



的声音、景象——听光盘范读，观看画面图景——感悟自然
界的雄伟壮观，用心来感悟。另外，有些看似不重要的句段
同样重要。第5自然段的最后两句，也不要轻易地放过，它的
正确适时地出现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感。我把
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安排在了学生观看画面图景之后，因为
光盘上恰有桥上的行人被浪潮无情地冲走的图景，可以激发
学生的同情心，在配上文字地解说，很容易实现这个教学目
标。

第三课时，在品读感受完现代文后，再去朗读古文，与现代
文进行对照，学生对古文又有新的更全面的理解。然后把学
生确实理解不了的字词和句子再让学生提出来，特别是文言
词望、方、城、沃等，教师帮助理解。接下来让学生在小组
内选小组长，讲解古文该怎么理解。教师将前面的路铺平了，
这些任务学生也可以自己完成了。

潮汐教学反思篇五

【1】在教学《浙江潮》一课后，我进行了认真地反思，认为
本课的亮点之一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积极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并有所感悟。通过对比阅读，激发学生的读书
热情，让学生领悟和学习文章结构严谨、语言精练的特点，
体会到文章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和烘托、渲染等方法的
作用，提高学生品味词句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字里行间中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本课的亮点之二是：能适时地运用学生
收集的资料和图片突破重难点。让学生通过资料和图片来了
解离自己生活实际较远的浙江海宁，感受到浙江潮的壮观，
缩短了学生和文本的距离，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人们常说教学是一种不完美的艺术，一节课后总有感觉遗憾
之处，如有些学生在学习古文过程中读错字较多，并不能按
古文的节奏去读，因本课容量大，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没有
过多地去关注，忽视了关注每个学生发展。在今后的教学中



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达到教
学的最优化。

【2】《浙江潮》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奇
观里的一篇主体课文，课文的内容节选自南宋文学家周密的
文言文《观潮》，《浙江潮》是周密根据钱塘江大潮写的一
篇文言文，教材在《浙江潮》这篇文言文后面附加了一篇现
代文的《观潮》。这一篇文言文和一篇现代文编写在一起，
成了教材编写的独到特色，这两篇课文在内容和选材上都有
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描写了号称“天下奇观”钱塘江大潮，
但是它们在言语表达上有着天壤之别，偏偏正是这种巨大的
区别学生在预习时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文言文对他们来说
虽然以前在课后阅读积累中见过，可并不要求学习理解，只
是阅读一下了解一下有文言文这么回事就行了，这次把文言
文编入了主体课文要求理解学习，看着这些难以理解的说话
书写方式，学生犯了愁个个束手无策，怎么才能降低学生对
文言文的恐惧感呢我思考着对付这个拦路虎的方法。

恰好在那天上语文早自习的时候解决了这一难题，也让我体
会到什么是教学相长，教师在教学中也应该随时开动脑筋，
体现教学的灵活实用性。在上早自习的时候，我让学生在预
习的基础上再去背背课文，可是学生对于《浙江潮》这篇文
言文只是简单的读了一下便不闻不问了，他们对《观潮》还
比较的感兴趣，读地津津有味，这时一个灵感从我脑子里一
闪而过：何不先让学生通过阅读现代文《观潮》了解了钱塘
江大潮的特点之后，再带领着学生疏通文言文《浙江潮》的
文句意思，最后再让学生对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在现代文
《观潮》的语段中找出与文言文《浙江潮》词句相对应的句
段。这样不是降低学生学习古文的难度了吗？这样也有效的
保护了学生学习课文中文言文的积极性。对！就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