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能运用已知的方法理解词语意思，通过找
近义词、联系上下文等方法理解“逬跳”、“干涸”、“急
中生智”、“瞻仰”等词的意思。学习并照样子积累词语。

2、正确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为小男孩于连立铜像
的原因。

3、能照样子写词语;能照样子能用“凡是，,,,都，,,,”说
一句话。

4、知道于连是比利时的小英雄.颂扬小英雄热爱祖国、机智、
勇敢的优秀品质。

5、能介绍一个看到过的雕塑，或者讲一个小英雄的故事。

重点难点：

1、理解文中重点词的意思，并照样子写词。

2、通过朗读课文，感悟文章的中心，知道比利时人民塑造雕
像的原因。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1、幻灯出示图片。

师：五百多年前，比利时有个小男孩叫于连，人们为了纪念
他，就塑造了这一座铜像。

2、出示课题(集体读题)

3、你能描述一下你看到的这座铜像吗?

4、幻灯出示学习课文相关内容。

二、整体感知，学习字词。

1、听课文录音。

边听边想，文章写了小男孩一件什么事?(学生发言)

2、学习生字、词语。出示4个生
字，“迸”、“涸”、“政”、“瞻”。要
点：“迸”、“涸”要注意读音。“瞻”指导书写，并理解
其意。用学过的方法理解下列意思。“迸跳”、“干
涸”、“急中生智”、“瞻仰”。

3、集体读字词。

三、学习课文，朗读感受。

1、轻声读课文。



思考：

(1)于连在广场上玩，他当时闻到什么?看到什么?

(2)情况十分危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3)他想出了什么办法灭掉了导火线上的火花?针对上面这3个
问题，请你划出有关语句读一读。

2、指导有感情朗读这些语句。

3、体会小于连勇敢地拯救城市的全过程。(读课文第3节)

5、学生交流。

6、出示句子。直到今天，凡是到比利时游览的人，都要去瞻
仰这座铜像。理解句意。练习用“凡是，,,,都，,,,”说一
句话。

7、有感情朗读，领悟中心。

8、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9、学习了课文之后，你觉得小于连可爱吗?比利时人民为什
么要塑造铜像纪念他?

10、交流体会。

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篇二

三年级新教材第五单元的内容都为一系列的欧洲的风情，它
向学生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各地人文历史的窗户。通过学习，
让学生在书页间自由快乐地穿梭旅行，感受身未动，心已远
的境界。



《29、一座铜像》是其中的一课，抓住一座城市的标志性铜
像这个点，叙述了五百多年前，比利时小英雄于连发现敌人
妄想通过点燃地下火药库，而炸毁布鲁塞尔市时，他机智地
用自己的小便扑灭了导火线，保住了城市，保护了全城的百
姓，受到了人们的称颂，并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的故事。引
导学生阅读本文，不仅要让学生感受小于连热爱祖国、机智、
勇敢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站在整个单元整合学习
的高度，掌握一定的阅读与写作的方法，通过阅读去了解一
座城市的历史。

本单元重点训练的目标是，联系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用各种
方法理解词语。教学中，我将重点训练目标贯穿于整个阅读
教学的过程中：如联系上下文、查阅工具书、找近义词等。

二、学情简介

反复朗读，自我感悟。是我班语文学习常用的方法。我班的
学生在语文学习上，有良好的预习习惯，大家常常会以圈圈、
划划、批注、质疑等方法自主地阅读理解课文内容，同时还
能自主地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学习，三分之二以上的学
生能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自主感悟的能力参差不齐，
相当一部分学生心中有想法，但不知如何表达，也有一部分
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一步步去感悟课文内容的方法。然而，
就本课学习来看，由于学生年龄尚小，缺乏对英雄这个概念
的具体理解，因此在全文学习中，贯穿理解急中生智的含义；
以及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感悟，了解比利时人民为何塑造一座
撒尿小男孩的`铜像的原因自然成为本文学习的重点。另外，
从三年级开始，对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也是训练的重点目标，
这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这一切都需要教师为他们架设
平台，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帮助学生逐步提升品悟语言
文字的能力，逐步形成概括能力。

三、教学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单元目标及本班学情，和学生的认知规律，
我制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1、在阅读中，认识本课生字8个塞、尿、迸、涸、库、屹、
览、瞻；运用不同的方法理解干涸、急中生智、瞻仰等词语
的意思。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3节。通过对文中关键词句的理解，
了解比利时人民为小男孩于连立铜像的原因，感受小英雄机
智、勇敢的优秀品质。

3、能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节意，并能以小导游的身份，向大
家介绍这座铜像。

四、教学设计板块：

第一板块：创设情景，揭题导入。

导入新课前，我带领学生一起浏览世界各国著名城市的风貌。
（同学们：我们在本单元的导读课中，已初步浏览了许多著
名的城市：透过小艇我们了解了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
浏览了令人神往的日内瓦，参观了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物
悉尼歌剧院。今天我们就要到一个美丽的城市布鲁塞尔去游
览一下，去瞻仰一座铜像，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课
件出示应作相应调整、布鲁塞尔风光图片，最后定格于于连
铜像。）

1、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怎样的感觉？

2、出示课文第一节，朗读并质疑。

意图说明：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首先让同学们通过图片文
本，回顾本单元介绍的异国风情，然后将画面定格于一座铜
像，自然揭示了本课阅读的重点内容。让学生简单阐述自己



的所见所感，再阅读本文的第一节，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的生活积累，针对课文中与之相矛盾的内容进行质疑。教学
时，当我问道：看着这座铜像，读了这段介绍以后，你们有
什么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吗？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学生
有的问：为什么布鲁塞尔的广场上要矗立着这样的一座铜像？
这个人究竟做了一件什么事，人民都要纪念他？他只是撒了
一泡尿而已，为什么称他是英雄？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们
的阅读兴趣被激发出来，同时也为教师的教提供了突破口。

3、揭示板书课题：29、一座铜像

第二板块：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请学生浏览全文，想一想课文哪几节向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座
铜像的故事。

意图说明：这一板块旨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
一个简单的问题，帮助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结构，引出课文
的重点学习段落。

第三板块：重点研读课文第三节，感受小英雄的机智、勇敢。

1、指名1人朗读课文第3节，思考：小于连究竟做了什么，使
人们将他称为英雄？请你画出文中有关的句子，简要回答。

2、交流出示板书：急中生智浇灭导火线

3、借助字典，理解急中生智。

意图说明：从教材内容来看，小英雄急中生智是一个显性的
信息，学生初步阅读便能够捕捉到，但对急的具体理解却是
一个难点。因此，教学时通过读文划句，直奔事件的结果，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出示板书，一是为学生概括节意作铺
垫，二是为深入研读提供抓手。



4、深入研读第3节，联系相关语句感受急。

（当经过一个小院子时小于连断定是隐藏的敌人搞破坏。这
段话应出示）

（2）交流出示板书：路过小院发现险情（干涸连着）

（3）师生配合朗读，了解发生险情的过程。

意图说明：这一环节的教学以急中生智这一词语的理解为抓
手。学生在平时的练习中，对于词语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
表面的，现在要求学生用联系课文内容的方法，来细化对词
语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深入感悟，借助同伴互
助的方式，使每位学生都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有助于大面
积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为学生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
勇敢作铺垫。

对干涸一词的理解，我采用的方法，请学生在课堂上，当场
拿出工具书，查查干涸这个词语的意思，字典中很清楚地告
诉我们：干涸的涸既干的意思，同学们也就了解了这个词语，
干就是涸，涸就是干，从而也知道了这个词语原来是用两个
同义词来进行构字的。

5、借助填空，展开想象，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

（1）为什么小于连非得用自己的小便浇灭导火线呢？请你借
助填空，展开想象，说说原因。

面对滋滋燃烧的导火线，小于连想到_________________，可
是__________；想到__________，可是______________；又
想到_____________，可是______________。最终
他________________。

意图说明：这一环节的教学仍以急中生智这一词语的理解为



抓手，但理解的重点落在智字上。通过说话训练，进一步帮
助学生理解，虽然当时小于连想出的方法有些不雅，但这也
是最好、最合适的方法，在学生完成填空的同时，教师则通
过随机的引读，反复强调情况的紧急，这样无疑也使学生明
白了要想把课文内容学深、学透，联系上下文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更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和勇敢。这也是比利时人民
为什么要塑造一个撒尿的小男孩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的缘由。

（2）引读：小于连急中生智，布鲁塞尔城——全城的老百
姓——直至结尾。

随机板书：城市保住百姓得救

6、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第3节节意。

意图说明：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
个长期训练的过程。而概括节意是本年段的重点训练目标。
起始阶段，教师应为学生概括节意提供一定的脚手架，帮助
学生尝试概括。在这里，我就引导学生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
节意，逐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7、引读第4节理解词语瞻仰。

瞻仰这个词语的意思既恭敬地看，相信学生通过上下文的理
解及平时的知识积累，能很快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那么在
这里，我还设计了一次小练习，即：除了课文中说到的瞻仰
铜像以外，我们还可以瞻仰什么？这样，通过这样的练习设
计，学生对瞻仰这个词语的语言环境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板块：总结概括，引导实践。

1、以导游的身份向游客们简要介绍这座铜像。

2、小结：其实，作为一名游客，我们在游览时，不仅要观赏



风景，还应该去了解与之有关的历史。

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新教材第五单元的内容都为一系列的欧洲的风情，它
向学生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各地人文历史的窗户。通过学习，
让学生在书页间自由快乐地穿梭旅行，感受身未动，心已远
的境界。

《29、一座铜像》是其中的一课，抓住一座城市的标志性铜
像这个点，叙述了五百多年前，比利时小英雄于连发现敌人
妄想通过点燃地下火药库，而炸毁布鲁塞尔市时，他机智地
用自己的小便扑灭了导火线，保住了城市，保护了全城的百
姓，受到了人们的称颂，并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的故事。引
导学生阅读本文，不仅要让学生感受小于连热爱祖国、机智、
勇敢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站在整个单元整合学习
的高度，掌握一定的阅读与写作的方法，通过阅读去了解一
座城市的历史。

本单元重点训练的目标是，联系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用各种
方法理解词语。教学中，我将重点训练目标贯穿于整个阅读
教学的过程中：如联系上下文、查阅工具书、找近义词等。

二、学情简介

反复朗读，自我感悟。是我班语文学习常用的方法。我班的
学生在语文学习上，有良好的预习习惯，大家常常会以圈圈、
划划、批注、质疑等方法自主地阅读理解课文内容，同时还
能自主地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学习，三分之二以上的学
生能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自主感悟的能力参差不齐，
相当一部分学生心中有想法，但不知如何表达，也有一部分
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一步步去感悟课文内容的方法。然而，
就本课学习来看，由于学生年龄尚小，缺乏对英雄这个概念
的具体理解，因此在全文学习中，贯穿理解急中生智的含义；



以及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感悟，了解比利时人民为何塑造一座
撒尿小男孩的铜像的原因自然成为本文学习的重点。另外，
从三年级开始，对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也是训练的.重点目标，
这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这一切都需要教师为他们架设
平台，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帮助学生逐步提升品悟语言
文字的能力，逐步形成概括能力。

三、教学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单元目标及本班学情，和学生的认知规律，
我制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1在阅读中，认识本课生字8个塞、尿、迸、涸、库、屹、览、
瞻；运用不同的方法理解干涸、急中生智、瞻仰等词语的意
思。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3节。通过对文中关键词句的理解，
了解比利时人民为小男孩于连立铜像的原因，感受小英雄机
智、勇敢的优秀品质。

3能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节意，并能以小导游的身份，向大家
介绍这座铜像。

四、教学设计板块：

第一板块：创设情景，揭题导入。

导入新课前，我带领学生一起浏览世界各国著名城市的风貌。
（同学们：我们在本单元的导读课中，已初步浏览了许多著
名的城市：透过小艇我们了解了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
浏览了令人神往的日内瓦，参观了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物
悉尼歌剧院。今天我们就要到一个美丽的城市布鲁塞尔去游
览一下，去瞻仰一座铜像，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课
件出示应作相应调整、布鲁塞尔风光图片，最后定格于于连



铜像。）

1、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怎样的感觉？

2、出示课文第一节，朗读并质疑。

意图说明：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首先让同学们通过图片文
本，回顾本单元介绍的异国风情，然后将画面定格于一座铜
像，自然揭示了本课阅读的重点内容。让学生简单阐述自己
的所见所感，再阅读本文的第一节，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的生活积累，针对课文中与之相矛盾的内容进行质疑。教学
时，当我问道：看着这座铜像，读了这段介绍以后，你们有
什么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吗？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学生
有的问：为什么布鲁塞尔的广场上要矗立着这样的一座铜像？
这个人究竟做了一件什么事，人民都要纪念他？他只是撒了
一泡尿而已，为什么称他是英雄？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们
的阅读兴趣被激发出来，同时也为教师的教提供了突破口。

3、揭示板书课题：29、一座铜像

第二板块：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请学生浏览全文，想一想课文哪几节向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座
铜像的故事。

意图说明：这一板块旨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
一个简单的问题，帮助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结构，引出课文
的重点学习段落。

第三板块：重点研读课文第三节，感受小英雄的机智、勇敢。

1、指名1人朗读课文第3节，思考：小于连究竟做了什么，使
人们将他称为英雄？请你画出文中有关的句子，简要回答。



2、交流出示板书：急中生智浇灭导火线

3、借助字典，理解急中生智。

意图说明：从教材内容来看，小英雄急中生智是一个显性的
信息，学生初步阅读便能够捕捉到，但对急的具体理解却是
一个难点。因此，教学时通过读文划句，直奔事件的结果，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出示板书，一是为学生概括节意作铺
垫，二是为深入研读提供抓手。

4、深入研读第3节，联系相关语句感受急。

（当经过一个小院子时小于连断定是隐藏的敌人搞破坏。这
段话应出示）

（2）交流出示板书：路过小院发现险情（干涸连着）

（3）师生配合朗读，了解发生险情的过程。

意图说明：这一环节的教学以急中生智这一词语的理解为抓
手。学生在平时的练习中，对于词语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
表面的，现在要求学生用联系课文内容的方法，来细化对词
语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深入感悟，借助同伴互
助的方式，使每位学生都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有助于大面
积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为学生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
勇敢作铺垫。

对干涸一词的理解，我采用的方法，请学生在课堂上，当场
拿出工具书，查查干涸这个词语的意思，字典中很清楚地告
诉我们：干涸的涸既干的意思，同学们也就了解了这个词语，
干就是涸，涸就是干，从而也知道了这个词语原来是用两个
同义词来进行构字的。

5、借助填空，展开想象，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



（1）为什么小于连非得用自己的小便浇灭导火线呢？请你借
助填空，展开想象，说说原因。

a.填空：

面对滋滋燃烧的导火线，小于连想到_________________，可
是__________；想到__________，可是______________；又
想到_____________，可是______________。最终
他________________。

意图说明：这一环节的教学仍以急中生智这一词语的理解为
抓手，但理解的重点落在智字上。通过说话训练，进一步帮
助学生理解，虽然当时小于连想出的方法有些不雅，但这也
是最好、最合适的方法，在学生完成填空的同时，教师则通
过随机的引读，反复强调情况的紧急，这样无疑也使学生明
白了要想把课文内容学深、学透，联系上下文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更进一步体会小于连的机智和勇敢。这也是比利时人民
为什么要塑造一个撒尿的小男孩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的缘由。

（2）引读：小于连急中生智，布鲁塞尔城-------全城的老
百姓---------直至结尾。

随机板书：城市保住百姓得救

6、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第3节节意。

意图说明：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
个长期训练的过程。而概括节意是本年段的重点训练目标。
起始阶段，教师应为学生概括节意提供一定的脚手架，帮助
学生尝试概括。在这里，我就引导学生借助板书的提示概括
节意，逐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7、引读第4节理解词语瞻仰。



瞻仰这个词语的意思既恭敬地看，相信学生通过上下文的理
解及平时的知识积累，能很快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那么在
这里，我还设计了一次小练习，即：除了课文中说到的瞻仰
铜像以外，我们还可以瞻仰什么？这样，通过这样的练习设
计，学生对瞻仰这个词语的语言环境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板块：总结概括，引导实践。

1、以导游的身份向游客们简要介绍这座铜像。

2、小结：其实，作为一名游客，我们在游览时，不仅要观赏
风景，还应该去了解与之有关的历史。

意图说明：语文学科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学生学语文，
不仅是要感悟文本的内涵，还要掌握语言表达的工具。结合
本单元的导语，我将本课教学的语言实践目标定位在以导游
的身份向游客们简要介绍这座铜像。通过情境的创设，引导
学生运用语言，知道游览名胜，可以赏景，还可以了解历史。
从而，将课堂学习引向广阔的生活，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工
具作用。

附板书设计：

路过小院发现险情(干涸连着)

一座铜像(小英雄于连)急中生智浇灭导火线

(瞻仰)城市保住百姓得救

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篇四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琅琅书声充分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点。

而每一次的朗读并不是为了朗读而朗读，“以读为本，读中



显悟”体现在每一次朗读我都预设了要求。如：读描写小于
连姿态的句子，是为了让学生体会作者抓住特点描写人物外
形的写作方法。

读课文的一、四小节，是为了让学生边读边思，针对这两小
节内容进行质疑。

读课文二、三小节，是为了让学生体验到小于连的机智勇
敢……除了读的要求不同，我采用的读的形式也不同：个别
读、男女读、引读、轻声读、齐读等等。我想环环相扣，层
层深入的朗读过程可以帮助学生感悟到位。

课文第三小节详细介绍了故事当时情况危急的各个方面，但
如何帮助学生体验危急并从中感受到小于连的机智勇敢是有
难度的。为了避免在课堂中琐碎的分析，我设计划出小于连
所见所想的语句，在反复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课文
内容填空。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学生懂得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让学生感受到于连优秀品质。

总之，课堂中只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有限的时空内，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机会，才能让他们的个
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

一座铜像板书教学反思篇五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能初步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理解比利时人民把小英雄的
雕像看作是独立精神的象征的原因。

3、学习小英雄机智，勇敢和热爱祖国的好品质。

二、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比利时人民为什么把小英雄的雕像看作是独立精神的
象征。

2、学习小英雄机智，勇敢和热爱祖国的好品质。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1、看到课题你知道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一座铜像、也许
是说明文）

2、课题有什么特点？（数+量+名），还学过见过哪些文题是
这样的？

3、预习前接触这个课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铜像？什
么样？在哪里？）

4、利用书上插图看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

（1）解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特点。（小孩子尿尿，外国
小孩子。）

（2）再疑：这可是不雅的'行为，违背了“七不准”呀。为
什么比利时人还特别喜欢这座铜像呢？让我们从课文中找到
答案吧。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辨别词语。（小黑板）

三、理清层次，自选形式。

1、把课文划分为三部分，从列小标题，画课文结构图、加标
点符号、用一个字等形式中自选一种。

2、指名板书显示，解说，教师小结。



四、自读感悟，深入理解。

（一）学习第一至第三自然段。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自己在
读课文时发现了什么，重点引导理解“这座铜像的奇特。
把“身高半米”与“全身赤裸”联系起来，思考有什么新的
发现。

（二）学习第四、五自然段：男女生分读两个故事。（大同
小异。第二种传说流传更为广泛，这里介绍得也比较详细。）
读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小英雄机智勇敢，对他产生敬佩）

指导学生自读自学，完成课后题1和2。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三）学习第六自然段

默读，思考有什么新的感受和体会。（“有……有……还
有”说明捐赠的人广泛，衣服各异；对襟衣服是我国民族特
色的服装，送对襟衣服表达了中国人对比利时人的友好，对
小英雄的喜爱。）朗读指导并引导练读。

你还知道哪些小英雄的故事。自古英雄出少年。

五、总结全文、学会了什么学习方法。

板书设计：

一座铜像

奇特的雕像--爱国故事--捐赠衣服

？------！----……

咦------噢----啊

（独立精神的象征）



反思：备课时曾经以为可以一课时将初读与细读环节全部解
决，实际教学中却只解决了初读与理清文章脉络的教学目标。
在交流词语环节中学生积极性很高，却也占用了不少课堂时
间。初读中学生默读多次，缺少书声朗朗的氛围。（好在第
二课时得到了弥补）这些都是本课教学中出现的遗憾。

从课堂效果的反馈来看，解题环节学生思维拓展较好，质疑
有针对性，直指学习重点，可见开学以来的培养小有成效。
只是，在列举还学过见过哪些文题是这样的环节时，学生汇
报的人不多。课外阅读量还是不够。

在初次接触小标题、标点注释、一字概括理清文章脉络的学
法培养上，虽然是难点，却很好的得到了突破。学生对全文
的把握有了一定的方向。在第二课时的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
反馈。学生在细读中有的放矢，对字词句的感悟更具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