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 最佳路径教学反
思(优秀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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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和学生一起了《最佳路径》，这篇课文所讲的事，是世
界建筑史非常著名的案例，迪斯尼乐园的路径是世界少有的，
因为世界建筑大师格罗培斯的这一建筑设计也引起了各行各
业的思考，这一智慧也成了管理学上的著名案例。今天这篇
文章编入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其实是让学生尽可能
感受到世界大师的风采，让学生感受到世界大师的世界原来
是如此的简单，让学生感受到大师的独特思考。

这篇文章给予学生很多东西：

一是给予了学生“自由”。自由是世界上最大的创造，没有
自由可以说就没有世界惊人的创造。迪斯尼乐园的路径只所
评为世界最佳设计，那是因为建筑大师用了人的自由，用了
所有来迪斯尼乐园来的顾客的自由。看来他原来50多次的设
计肯定在自由上没有走通。自由是让建筑大师走向成功。事
实上自由也能让每个学生，包括我们老师走向成功。没有自
由就没有知识，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

二是告诉学生重视思考所遇到的一些现象。我们每天遇到的
事，看到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原型”。建筑
大师格罗培斯看到的老太太的经营方式，也就是说看到了这
个原型，受原型启发创造了世界奇迹。



三是遇到问题怎么办？遇到问题，不要随便放弃，要学会用
多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语文是工具性很强的学科，我想这种
工具在学习这篇文章中也有所体现。现在的孩子也许遇不到
像文中这样的问题，但不能说他们将来遇不到这类问题。今
天学习这课，给予学生一种积累，就是告诉学生学会多角度
思考问题，以寻求解题方法，哪怕是一种放松、玩，也可能
解决把非常难的问题解决掉。假如格罗培斯一直坐在屋子里
思考，也许能够找到答案，但整篇文章来看，从最后的结果
来看，他肯定找到这条世界最佳设计。他在焦躁之时选择了
去地中海海滨，清理一下思绪。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自己
获得了成功。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例
子给予我们另外一种思维，遇到困难要快速想到另外一种生
活，因为另外一种生活会帮助你的。

四是灵感需要马上记录。这篇文章也展示了建筑大师的灵感
闪现。每个人都会有灵感，过去笔者常说，每个人的灵感其
实都是创造。但灵感来的太快，忘记的也太快。所以当灵感
来时，一定要抓住灵感。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读到格罗培斯
是如何抓住灵感的。文中写到“她这种给人自由，任其选择
的做法使大师深受启发，他下车摘了一蓝葡萄，就让司机调
转车头，立即返回了巴黎。回到住地，他马上给施工部拍了
封电报：撒下草种，提前开放。”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大师是怎么处理灵感的？我觉得在本课的学习中，
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如何拆抓住灵感，处理思考灵感。灵
感会让人快乐的，我想大家从课文中可以读到这种快乐。我
们如果也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灵感，同样可以感受到快乐。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二

虽然是第四次教《最佳路径》，但是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课前还在反复阅读课文，推敲教案，修改课件。

当我读到课文第二自然段时，“焦躁”一词跃入我的眼帘。
我忽然觉得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于是，我在自制课件里插入



一张新的幻灯片，上面是三句话：a 接到催促电报，他心里十
分焦急。b 接到催促电报，他心里更加焦急。c 接到催促电报，
他心里更加焦躁。（其中第三句是课文中的句子。）

品读课文的环节，我请学生仔细读读这三句话，说说它们的
异同。孩子们果然有眼光，不仅看得准，而且讲得好。先比较
“十分”跟“更加”，再比较“焦急”跟“焦躁”，犹如剥
笋般，把原文中最鲜嫩的那部分逐渐展示在人们面前。当乐
乐同学说出：“‘焦躁’这个词跟前面的‘大伤脑筋’是呼
应的，愈发让我们读出格罗培斯在设计路径过程中的精益求
精、追求完美，他很伟大。”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
笑了，为孩子们的精彩！

紧接着，我还是抓住“焦躁”这个词，请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说说：你有过焦躁的时候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后来
是怎么解决的？当孩子们说出常人的种种情形后，我话锋一
转：“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格罗培斯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
很自然地引入了下文的学习。

学完课文，我依旧紧紧抓住“焦躁”一词，引导孩子们感悟：
当我们遇到难题，因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焦躁时，应
该怎么办？通向成功的最佳路径是什么？这样，孩子们对课题
《最佳路径》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在无意中接受了
一次关于成功学的心理辅导。

语文，不仅仅是语文。一切皆来自语文。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三

1.研读教材，是有效教学的前提。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
过程。”我认为在这三者中，教师首先要与文本对话，才能
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所以，上好一节的前提是反复钻



研教材。在《最佳路径》设计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材
研读的重要性。在反复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本堂课的设计是以
“苦思——启发——决定”为我的教学线索，紧扣课后问
题“格罗培斯的迪斯尼乐园路径设计为什么被评为世界最佳
设计？它与法国南部农民卖葡萄有什么联系？”展开教学。
通过抓“对比”促“联系”，以谋求教学的“最佳路
径”。“抓对比”就是抓住“许多园主卖葡萄”与“年迈无
力的老太太卖葡萄”的对比，通过抓“吆喝”和“无人看
管”、“投5法郎就可以摘一篮葡萄上路”的词句的对比，在
读中体会两种卖葡萄方法的不同。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再
创设情境“如果你刚好路过这里，你更愿意买谁的葡萄？”，
在学生的各抒己见中了解到老太太卖葡萄方法好在哪里？
促“联系”，就是从许多园主的做法联系到格罗培斯前50次
的设计——为游人设计；从老太太卖葡萄的做法联系格罗培
斯观念的转变——让游人自己设计。并在此设计了“当格罗
培斯看到许多园主和老太太卖葡萄的方法后，他会想些什么？
把格罗培斯的想法写下来。”巧妙地突破了这一难点。从课
堂上孩子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深入地分析教材和全面
地掌握教材是课堂教学设计的基础，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
前提条件。

2.有效的默读，是激发思维的火花。

学会默读，进行有效的默读是我们四年级向高级过渡的一个
要求。因此我在本课内充分注意了这一点，让学生围绕中心
话题默读、圈注，课堂上静悄悄地持续了四五分钟，培养了
学生的良好的自学能力。如第二自然段，让学生通过默读批
注的方式，从“微不足道”、“大伤脑筋”、“修改了50多
次，没有一次是让他满意的”等词句，自读感悟体会到格罗
培斯对路径设计要求很高，感受他力求完美，追求最佳，并
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有学生惊叹道“小小的路径他
竟然修改了50多次，真是不可思议啊！”

1.第二自然段的教学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因为考虑以“迪



斯尼乐园的路径是怎样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贯彻整
个教学，所以我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没有问“格罗培斯是个
怎样的人？”而直接问了“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这样一
来，学生在学习第二自然段时，因为教学的目标不够明确，
学生谈的面很广，让人感觉有些纠缠不清。我在思考，如果
我会以“格罗培斯为什么能够设计最佳的路径？”这个问题
贯穿全文，让学生自读找出“受老太太卖葡萄的启发”这个
重要原因和“格罗培斯自身的素质”这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随机学习。这样第二自然段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2.学生的语言回答很精彩，我的评价语言显得苍白。上完课
我感觉到因为我的评价语言没有发挥启发、引导的功能，所
以导致了在交流“如果你刚好路过这，你更愿意买谁的葡
萄？”时，五六位同学总是交流“自己摘的葡萄新鲜”，如
果当第二个学生的回答相似时，巧用利用评价语言稍作引导，
如“你的想法很真实！除此之外，还会想什么呢？”这样一
来，学生的思维就能发散出去了。再如，在交流格罗培斯的
想法的时候，当一位学生回答道：“我就像许多园主，是给
游人设计好的，我应该像老太太那样，让游人自己去设
计。”如果此时我点评“你真会联想！原来格罗培斯前50次
的设计就像是许多园主卖葡萄一样。”这样一提升，学生对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明确了。

1.如何裁剪教学的内容，当一堂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以后，该
抓什么，该放什么。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会加强学习，
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四

今天执教《最佳路径》一文，在讲解到第2自然段时，要求学
生反复诵读，从中读懂了什么。学生说格罗佩斯是一个一丝
不苟的设计师。我总觉得本段的重点不是简单的说他工作认



真，对于一个从事建筑设计40多年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攻克
过无数难题的大师来说，比起迪斯尼乐园的设计，路径的设
计应该是微不足道的，简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此
时的路径设计是景点之间的道路设计，与整体设计密切相关，
是有机组成部分。经过这一启发，学生再读第2自然段时，就
领悟到格罗佩斯追求的不是“设计出”，而是“最佳”。课
文的二、三两段是重点部分，为了使学生理解本课所带给我
们的启示，教学中我抓“对比“，促“联系”，以谋求教学的
“最佳路径”：

学生自由读完第二大段后，让学生说说法国南部有一个著名
的葡萄产区，许多葡萄园主是如何卖葡萄的？“年迈无力”的
“老太太”呢？他们各自卖葡萄的结果怎样？通过两种截然
不同的方法和结果的对比朗读，让学生展开想象，谈谈如果
自己作为一位买主会如何选择？思考老太太的办法好在哪里？
为理解下文中格罗培斯的设计方案打下基础。

在教学第三大段时，首先让学生充分的读，说说格罗培斯的
方案是什么？为什么撒下草种？他是怎么想的？理解“有宽
有窄”的道路铺设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谈谈此举
和“老太太卖葡萄”有什么联系？领悟其共同之处都是给人
选择的自由。

总结课文时，让学生讨论“格罗培斯的迪斯尼乐园路经设计
为什么被评为最佳设计？”学生畅所欲言，有的说路径又宽
又窄，优雅自然；有的说这种设计方法不同寻常，给人充分
的自由；有的说这样的路是大家自己走出来的，保证了游玩
时的方便，最科学合理。最后提出希望，希望学生能找出适
合自己的学习上的最佳路径。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这个自然段时，我原来设计的是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
膀，想象一下人们在无人看管的葡萄园里自由自在地采摘葡



萄，尽情享受自己动手、体验收获的乐趣。没想到孩子们并
没有在我设计的“乌托邦”里逗留太久，就马上回到现实中
来了。

听了孩子们的发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太低
了，孩子们一定是平时见多了那些不诚实的行为，所以很自
然地将他们对人们诚信行为的怀疑态度与文本中的情感认知
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差距。

面对孩子的质疑，我该如何说服他们？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
诚信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呢？情急之下，我想到了超市这一
自选商场的经销方式。于是就以超市为例，启发孩子：“在
我们的身边，超市也是这样一个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地方，
那么当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会不会把超市里的商品偷偷
装进你的口袋带回家呢？”孩子说：“不会，因为有摄像头，
还有人看着。”“那要是没有摄像头，周围也没有人看见
呢？”有的同学说“不会”，有的同学笑笑说“有可能会”。
我说：“是啊，人的道德水平有高低之分，有的人不管有没
有人看见，他都会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信
任；有的人只要没有人看见，就会做一些违反道德标准的事，
这样的人就不可信任。那么葡萄园里的顾客是不是值得信任
的人呢？请同学们从文中找出有关的语句来说明。”孩子们
从文中找出了“她的葡萄最先卖完”来说明那些顾客是值得
信任的人，所以葡萄才能卖完。

唉，这个“疑”解得挺费劲，上完之后总觉得自己导得太多
了，几乎要取代了孩子的思维了，却还是找不出理想的解决
办法来，心里感到很郁闷。

无独有偶，在听同年段邓老师的课时，一个孩子也提出了同
样的问题：“老师，要是有人不付钱就摘一篮葡萄上路怎么
办？”这个时候，邓老师的处理就比我智慧得多了。她首先
肯定孩子的想法，说：“是呀，起初老太太也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她的葡萄总是最先卖



完。这也告诉我们，给人自由、任其选择就包含着对人信任，
给人尊重。而那些顾客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值得信任
的人。”我在心里暗暗佩服，邓老师因学利导，在解答学生
的疑问中自然地揭示了“给人自由、任其选择就包含着对人
信任，给人尊重”这个道理，实在是妙呀！

我不禁由此想到：因为邓老师对教材的钻研比我深入，课备
得比我充分，所以教得比我到位，学生在这节课中的收获也
比我的学生大。那么，这之间的差距就是我欠孩子们的
了。——真的应该好好备课，精心预设，这样面对孩子的质
疑，才能游刃有余。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六

1、学生通过阅读思考，抓词句，抓重点段深入体会等多种途
径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学生都感受到了迪斯尼乐
园的路径设计之所以被评为最佳路径，是因为格罗培斯尊重
了游人，把游人放在了第一位：给人自由，任其选择，他的
这种设计打破了常规，与众不同。

2、创设了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

课标中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中进行，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所以，在教学中，
我时刻注意尊重学生，努力挖掘学生回答中的闪光点，鼓励
他们积极发言，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本课教学主要围绕三
个问题进行，为什么迪斯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最佳设计?
格罗培斯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设计理念?格罗培斯获得成功的
原因?这些问题是学生上节课留下的疑惑，教学中，我有意引
到学生品读相关段落，让他们自己去读，在读中感悟，通过
动手勾画，写下批注，全班交流等形式，与文本对话，与教
师对话，与其他同学对话，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

3、抓住空白点，引导学生想像，把读写结合在一起。



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优雅自然”想象小路的.样子;
鼓励学生以评委的身份评价格罗培斯的设计;抓住老人的做法
体会“给人自由，任其选择”这一特点，引导学生想象游人
在葡萄园任意采摘的快乐场景，使学生更好的感悟到这一做
法的精妙所在。最后环节设计了一个仿写句子，既引领学生
更广泛的理解了最佳路径的深层含义，又训练了学生的表达
能力。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七

1、学生通过阅读思考，抓词句，抓重点段深入体会等多种途
径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学生都感受到了迪斯尼乐
园的路径设计之所以被评为最佳路径，是因为格罗培斯尊重
了游人，把游人放在了第一位：给人自由，任其选择，他的
这种设计打破了常规，与众不同。

2、创设了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

课标中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中进行，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所以，在教学中，
我时刻注意尊重学生，努力挖掘学生回答中的闪光点，鼓励
他们积极发言，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本课教学主要围绕三
个问题进行，为什么迪斯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最佳设计?
格罗培斯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设计理念?格罗培斯获得成功的
原因?这些问题是学生上节课留下的疑惑，教学中，我有意引
到学生品读相关段落，让他们自己去读，在读中感悟，通过
动手勾画，写下批注，全班交流等形式，与文本对话，与教
师对话，与其他同学对话，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

3、抓住空白点，引导学生想像，把读写结合在一起。

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优雅自然”想象小路的样子;鼓
励学生以评委的身份评价格罗培斯的设计;抓住老人的做法体会
“给人自由，任其选择”这一特点，引导学生想象游人在葡



萄园任意采摘的快乐场景，使学生更好的'感悟到这一做法的
精妙所在。最后环节设计了一个仿写句子，既引领学生更广
泛的理解了最佳路径的深层含义，又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最佳路径石教学反思篇八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我认为在这
三者中，教师首先要与文本对话，才能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
对话。所以，上好一节的前提是反复钻研教材。在《最佳路
径》设计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材研读的重要性。在反
复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本堂课的设计我是从“形态美”
和“人性美”这两个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格罗培斯的迪斯尼
乐园路径设计为什么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并以此作为我
的教学线索。通过抓“对比”促“联系”，以谋求教学
的“最佳路径”。“抓对比”就是抓住“许多园主卖葡萄”与
“年迈无力的老太太卖葡萄”的对比，通过抓“吆喝”
和“无人看管”、“投5法郎就可以摘一篮葡萄上路”的词句
的对比，在读中体会两种卖葡萄方法的.不同。

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再创设情境“如果你刚好路过这里，
你更愿意买谁的葡萄?”，在学生的各抒己见中了解到老太太
卖葡萄方法好的原因。促“联系”，就是从许多园主的做法
联系到格罗培斯前50次的设计——为游人设计;从老太太卖葡
萄的做法联系格罗培斯观念的转变——让游人自己设计。并
在此设计了“电报按字收费，内容简单，施工部有点不明白
格罗培斯的意图，请大家给他们解释一下吗?”巧妙地突破了
这一难点。从课堂上孩子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深入地
分析教材和全面地掌握教材是课堂教学设计的基础，是取得
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