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 小桥流水人家教学反思
(实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篇一

故乡是作者记忆中的一幅明丽的富有乡村气息的画儿。在作
者的家乡，既有小桥，又有流水，更有和睦相处的人家。与
这首元曲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如出一辙，作者采撷诗句作
题，不仅体现出作者丰厚的文化底蕴，还使文章更富有诗情
画意。因此，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首先从马致远的《天净
沙秋思》入手，用课件出示这首著名的元曲，学生声情并茂
地反复吟诵，当学生头脑中有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之
后，再出示课题。随后检查学生的朗读，让学生整体上对文
本有了把握。本文是略读课文，重在让学生自读自悟。“那
作者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思乡爱乡之情的呢？请同学们再细细
读课文，划出让你感受深刻的句子或段落，边读边在旁边记
下自己的思考体会。”我出示了该问题后，给了学生足够的
时间让学生自己去品味。在全班交流环节，我注意营造宽松
愉悦的交流氛围，激励学生乐于畅谈自己的读书所得，自己
则认真倾听，及时捕捉“鲜活信息”，或点拨指导、或引发
讨论、或归纳学法，甚至即时进行教学“二度设计”。当交
流到尾声“那段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
让学生结合前文畅所欲言，学生对其含义的体会也就水到渠
成了。写得很美的.文章，不仅要美读，带着与作者同样的感
情去读，从字词句段中间充分感受作者对故乡绵绵不绝的眷
恋和思念，更应该学习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在学生对课文
内容有了全面的把握，对课文的情感基调有了深入的感悟之
后，我又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将这种感情



出来的。由于有了前面的铺垫，学生在浏览全文之后，迅速
理清了本文中作者的表达方式：通过景、事间接表达；直接
表达。

上完课，我个人觉得还存有遗憾：1、在全班交流批注式学习
的所得前可以安排小组内交流，以达到资源的共享，使组内
学习困难的学生去学习优秀生的表达。2、学生在朗读课文时
有了生字的错读，所以对于阅读课文生字词也应该进行必要
的学习检查。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篇二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一篇自读课文，语言清新优美，展示
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写出了小桥流水人家世外桃源般的
生活意境，字里行间直接或间接流露着作者对家乡无限的怀
念和热爱。第二单元是课文都是与怀念家乡的游子心情有关，
学生学习了前面的三篇课文，对本单元感情基调有了较深的
理解，所以教学本文时在引导学生了解这篇课文所要表达的
怎样的情感的`基础上，体会作者是通过哪些景物或事物表达
思乡的情感的？进而带着对这种写法的认识来学习《小桥流
水人家》这一课，这是学习本单元的重点，掌握了方法，学
生理解起来也会水到渠成。

在教学过程中，课上我首先以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导入新
课，再展示江南水乡的图片，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然后让
学生结合阅读提示，思考导读中提出的两个问题：作者对故
乡的那些景致久久不能忘怀呢？想象文章中的情景，体会作
者是怎样表达思乡之情的。自读自悟。让学生体会到原来表
达同一种情感可以用直接抒情，也可以通过描写人，事，景
的间接抒情。最后，进行习作指导，先让学生之间也来说说
家乡的趣事，家乡的美景。在学生的交流中，有暑假回家乡
跟小伙伴捉鱼捉虾的快乐，有小河打水仗和表弟放牛的故事；
有寒假回家乡受到亲人朋友热情接待和回广州与亲人难舍难
分的故事，学生也来模仿作者的写作手法，表达自己对家乡



的爱，先列出提纲，再写个开头和其一景致，学生有所收获，
原来作文就是这样表达的。

从课堂作品看，学生写话有条理，也有精彩的片段。但我明
显地感觉到部分学生的表达言不达意，部分学生写作速度慢，
更有少部分学生等待着下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我将加强课堂倾听说话写话训练，提高学生的阅
读写作能力。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篇三

新课程提倡民主、开放、科学的课课程理念，在教学中要针
对学生学会辨认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
学习认识地图上的四个方向，及简单了解地图。本课的活动
内容不仅仅要求学生能在地图上辨认某地位置，还要求学生
把地图绘制中有关方向的规定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本课中
的主题图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图，这些地方反映在平面图上，
对于二年级小学生来说比较抽象，不易理解与掌握，因此，
在本课教学中，我把主题图换成了一幅我们实际生活的主题
图，当中以李小为中心，让学生来说说学校的东、西、南、
北都有哪些主要的建筑物，学生一看都是我们生活中找得到
的，所以很感兴趣，立即说出了东面有幼儿园，西面有操场，
北面有村委，南面有麦地等。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想一想
操场和幼儿园在学校的什么方向？用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生活
环境做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知的东、西、南、北，并结
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

在这节课教学中，我注重了知识的应用，将学生学到的新知
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我还关注了学生的体
验和感受，为了让学生区分图上方向与生活方向，课前我们
还回顾了儿歌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
面是北，右面是南。并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利用课间操
练队列的时候到学校的甬路中间辨别校园的`东南西北，并做
了记录，使学生对实际的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验和感



受。

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大课堂，我们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有效的开发课程资源，使学生学会了知识，得到了体验，同
时也更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但也存在不足之
处，由于环境及人数的局限，学生共有的学习资源教室，不
能得到很好的运用，使部分学生在将生活方向转换为图上方
向时混淆不清，还有待于思索探究。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篇四

《小桥流水人家》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
一是使学生通过自读自悟，想象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和生活，
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同时对作者表达感情的.方法有所领悟；
二是通过朗读课文，感受作者语言的清新、流畅，积累语言。
所以它侧重于让学生自读自悟，因而老师要大胆放手，给出
足够的时间，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真正从容地读上几遍课文，
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方法，自己把课文读懂。

所以课前，我先让同学们交流了一些关于写景的诗句，又让
同学们一起背诵了马志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混呀昏
鸦，小桥流水人家。”并了解了文题的出处。

教学时我根据教材特点，对作者的描写充盈着赞美与爱恋，
使整个课堂洋溢着浓浓的“爱乡”的气息，让学生也产生了
阅读的强烈欲望，入情入境地去阅读课文，与作者产生情感
共鸣。

在全班交流环节，我营造宽松愉悦的交流氛围，从三个方
面“小桥流水人家”，让学生任选一最喜欢的方面去畅谈感
受，激励学生乐于畅谈自己的读书所得，捕捉“鲜活信息”，
或点拨指导、或引发讨论、或归纳学法。这样学生积极发挥，
表达自己的感情，体会其含义，达到自学的教学目的。



小桥流水森林教案篇五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在一期课改的教材中，是安排在
四年级第二学期学习的，而我们的二期课改新教材，提前到
了三年级第一学期就学习了。

二期课改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要让学生在亲身感受、
体验中获得知识。本节课，不仅要让学生知道计算公式、会
用面积公式进行计算，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经历探究长方
形与正方形面积公式的`过程，通过自己动手和动脑，从直观
到抽象，自己发现规律，自己探究发现长方形面积计算方法，
并能感悟到“长×宽”的算理，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
抽象形成数学模型，从而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按照新课程的要求，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创设丰富的
教学环境，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帮助他们学会学
习。要做好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本节课，我借鉴了
网上的优秀案例，进行了教学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
要把新的数学课程理念渗透到平时的教学中，通过每节课的
点滴实践，日积月累，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
在经历知识的“再创造”过程中，体验到自主学习的快乐和
成功，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