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 荷兰风车教学
反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篇一

荷兰――有花、有水、有美食，还有牧场，但是荷兰的风车
是最有特点的。荷兰的真正国名叫做“尼德兰”“尼德”是
低的意思，兰是土地的意思，合称为“低洼之国”。而荷兰
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低于海平面，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尼德
兰”。

人们常把荷兰成为“风车之国”，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是
因为荷兰是一个多雨多水的国家，而且地势低平，河水流不
到大海，所以每年河水都会不断的上涨，往往会超出人们围
建起来的低地，因此，人们就建造风车来排水。荷兰的风车
看似静止却又充满动感，真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不由让
人遐想连篇。

现在风车已经可以用来磨碎谷物和磨面了，荷兰人还会把那
些比较大的风车放在一起，然后建起一间房子，把那些风车
放在里面，就变成一个大磨坊。你知道吗？荷兰的风车处在
不同的姿态时，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比如，风车上
挂了国旗就表示有一个小生命将要诞生了；当风车处于静止
状态时，风叶板相反倾斜，就表示有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表达悲哀；当风叶板形成正十字形时，就说明有贵宾已经到
了，表示热烈欢迎的意思；当风车上挂着花环和彩旗时，就
表示今天是国家重要的纪念日或者一个节日。



好久以来，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荷兰的风景，总能看见
地平线上竖起的风车。风车是荷兰那有着宽广地平线和飘着
迷人白云景中的佼佼者。风车是荷兰民族的骄傲和象征，也
是荷兰文化的传承与张扬。从正面看，风车是垂直十字形，
即使它休息，看上去也仍充满动感，仿佛要将地球转动，这
种印象给亲临此地的人，都留下无法消逝的记忆......

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篇二

《花瓣飘香》这篇课文是情感很细腻的课文。我在上这堂课
之前，一直担心无法将孩子的感情调动起来，但是实施起来。
结果真是太令人开心了。

前面都是按照程序进行的，但是到后面，孩子的表现让我有
些难受。在小女孩送妈妈花瓣的时候，妈妈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问题抛下去之后，全班一片沉寂，这对于课前我所认为
的应该能回答出来的大相径庭。但是，我想孩子可能还没进
步到情境中去，所以我不断地朗读，自己读，让学生读，然
后通过语言渲染描绘小女孩来到妈妈身边的情境。在这个过
程中，我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了其中，其实也真是发现了
自己似乎有点眼泪湿润眼眶的感觉。接着讲到小女孩听话，
眼眶里闪动着泪花，为什么会闪动泪花？这里孩子们说道，
因为这是小女孩发自内心的感受，也有孩子说思念爸爸，我
也补充了小女孩可能以前也不听妈妈的话，导致现在自己想
来会很难过。这里我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不听话的例子，孩
子们似乎想到自己，有些孩子眼眶也红了。讲着讲着我就忘
记了时间，所以最后“我”为什么送妈妈和小女孩月季花的
原因没有好好讲，所以我打算待会再去重新体会一下。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篇三

秋风习习，是玩风车的好天气。风车是学生喜欢的一种游戏。
本次活动紧紧抓住风与风车的关系层层展开：首先感知动，
以此初步让学生理解风的作用，并且及时拓展经验，在生活
中寻找风还使什么动起来了？并帮助学生做好记录，进行完
整讲述。第二环节在游戏之中又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入
探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次活动是让学生在生活中感知、游戏中探究：活动充分运
用生活资源，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起风了什么在动？然后
又在游戏中引导学生富有兴趣地层层深入探究。然后让学生
在操作中发现、交流中分享：学生对于风车与风的关系这一
操作经验不是靠老师说教得来的，而是在探究实验中发现的，
并且老师引导学生及时交流，使学生在分享中获得了更多的
经验。

在预设成展开、生成中建构：本次活动是教材中的.一个活动，
因而主要环节是在预设中展开的，而活动中老师又增加了一
个小环节：教师观察学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补充问题。可
见教师具有较灵活性和问题意识，能及时根据学生的需要展
开问题，这是非常可取的。

在本次活动中比较欠缺的是未在外面操场上进行的，因而如
何在集中交流时更好地把握学生的注意力还是需要思索的。
看似简单的内容却遇到很多教学困难。比如将长方形的纸对
角折成方形，用了很长时间；折角钉针又遇到困难。课虽然
结束了，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有很多想法。“制作风车”是



本节的难点，在实际教学中，我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
原则，因此，把书上的制作步骤做了调整，把容易掌握的先
完成，让学生把简单容易掌握的知识点先掌握。

在教学实践过程，发现很多同学只会照书本上的步骤进行制
作，而没有真正理解在什么情况下根据不同形状的变化，要
让学生真正理解，只有让学生多练习，在练习中加深体会，
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一些细节也应提醒学生注意。学生学
习时的难点心中没有底，作为教师，要多研究教材，应该多
作准备，精心备课，使课堂发挥最大效益。

不论做什么事，如果在理解的基础上都会相对变得简单，然
而让培智学生，理解一件事那不仅困难，还会越弄越糊涂，
平时多是机械地操作，及教师不停地演示。但是这样做会很
快消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能赋予童话、儿歌、游戏一定
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于是在对角折方形的步骤中，我先
用正方形双面不同颜色的纸，做“把小脸遮起来”的游戏，
请小朋友们做，看谁把小脸全部遮住了，这样既有趣又有效，
从简单到难，过渡到将长方形的纸对角折成方形；在折角钉
针时，用口诀加动作：“一个翅膀高，一个翅膀低”，这样
就解决了教学难点。

通过这节课，我觉得，教师如果在教学方法上多动动脑筋，
会少走很多弯路，课堂气氛也会好很多。

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篇四

给自己选了一篇难度较大的文章，本想挑战自己，没想到失
败了。刚下来时有点失落，现在已经好多了，大叔们给的建
议非常中肯，听了之后，既有动力，又有方向，真该谢谢他
们，也真感受到了年轻的好处，可以尽情地放错，并且有大
把的时间纠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原先预想的是能在课堂上教学生读书的方法，然后再引入课



文，让学生在学课文的同时自己归纳出人物的性格特点，给
学生更多的时间，多读，多想，最后由书本跳出，在目录中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去读。

可是，现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上台，秩序就有点乱，所以后
面就慌了手脚，调整好心态后，继续完成了一节课的流程。
总体感觉有点混乱，完全没有了当初预想中的那么好。下了
课之后，还要故作镇静，装做胸有成竹的样子。于是别人也
顺着你的样子，接下来说了些或优或缺的地方。也许现在不
用别人评课我也能自己感觉到了不足，只觉得有一种压力，
无形中想证明别人说的.话是对的，所以高要求着自己，现在
看来，放下心来，做自已，还原我的本色，也许效果会更好。

未来，还有没有我的舞台还不一定，所以把握现在的机会，
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来珍惜，会少很多遗憾。

纸风车教学反思音乐篇五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默读课文，了解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奇事，认识
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感知作者叙述故事和刻画人
物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初读全文，了解大意：

1、下面请你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一想：课
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唐吉诃德把郊野的风车当作巨人，
竟然提着长枪、骑着飞马与之战斗，结果被风车刮倒在地。）



2、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3、默读课文，本文共出现了几个人物？他们分别是什么关系？

4、一边默读一边思考：堂吉诃德为什么要去战风车？桑丘是
什么态度？战风车的结果是怎样的？由于头脑中充满了骑士
的奇遇，竟把风车当作巨人，所以去战风车。劝说，告诉他
那不是事实，希望他能醒悟。结果被风车刮倒在地，“滚翻
在地，狼狈不堪。”“不能动弹”

四、再读课文，深入学习：

1、同桌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战风车之前、之后，堂吉诃德和
桑丘的两次对话。体会他们各自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

2、交流：主人耽于幻想，仆人处处求实；主人急公好义，仆
人胆小怕事。

4、交流：

五、讲述故事

1、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内容和方式简要地讲述这个故事。

要求：可讲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胧，也可只讲战风车的那个重
点场面；

2、每组选出代表，全班交流，师生点评。

六、表达感受同学们可以用一两句话写出自己对堂吉诃德的
看法和评价。

七、拓展阅读八、布置作业：

1、继续练习复述故事内容。2、课外阅读《堂吉诃德》的故



事书或连环画。

[战风车教案教学设计(s版五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