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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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篇一

前面我们学习了夹丝网防盗玻璃，知道了它的特点：作用
是()用途是()

二、讲读新课

自由读文，用“-----”画出各种玻璃钢的特点，用“~~~”
画出各种玻璃的用途。学生开始自学。(同桌讨论)

l师画表：

新型玻璃特点作用

夹丝玻璃坚硬

变色玻璃调节光线

吸热玻璃炎夏：阻挡阳光寒冬：阻挡冷空气使室内冬暖夏凉

吃音玻璃消除噪音减弱噪音

启发：

作者在讲每一种玻璃时先讲什么再讲什么?

小组或同桌讨论



共同归纳：先讲特点再讲用途。

三、发挥想力

口头创新几种新型玻璃。

四、总结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了五种新型玻璃，它们分别
是()()()()()作者围绕()一词来写，每种玻璃都有各自的作
用和用途。

五、作业

思考2、3

板书设计：

新型玻璃

新型玻璃特点作用

夹丝网防盗玻璃自动报警防盗

夹丝玻璃坚硬用于高层建筑

变色玻璃调节光线反射阳光

吸热玻璃炎夏：阻挡阳光寒冬：阻挡冷空气使室内冬暖夏凉

吃音玻璃消除噪音减弱噪音

作业：

选词填空



1、打算企图愿望

(1)我()帮他打扫教室，可他不肯。

(2)敌人()夺下附近的高地。

2、陈列排列陈设

(1)省博物馆里()着许多珍贵的文物。

(2)会计室里()着整齐的桌椅。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篇二

师：同学们，这五种新型玻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用途呢?请
带着这个问题默读课文，边读边想。(全班同学默读课文。师
巡视。)

师：请停一下。我发现，全班同学不但边读边想，还用笔划。
看来陆飞宇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做法已深入人心了。人
人要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

[评：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信手拈来，因势利导。教给
读书方法，强化良好习惯，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举重若轻，
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好，接着读吧。(学生继续读、
想、划。然后老师请大家互相交流一下，看划得是否准确。)

师：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都弄明白了吗?(全班学生举
手，表示明白了。)不过，我不打算让你们说了，我想让你们
写。写什么呢?(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自述”两个
字。)“自述”是什么意思?对，就是自己介绍自己。现在我
把全班分为五组，第一组写“夹丝网防盗玻璃自述”，第二
组写“夹丝网玻璃自述”，第三组写“变色玻璃自述”，第
四组写“吸热玻璃自述”，第五组写“吃音玻璃自述”。现



在你们都是新型玻璃了。(笑声。)请把你们各自的特点、作
用写出来，为自己作个广告。看谁会夸自己。当然喽，要实
事求是，不要吹牛。(笑声。)(全班学生写“自述”。师巡视。
学生写了将近15分钟。)

师：大多数同学写好了，有许多人写得很漂亮。

下面，我请同学到前面来读自己写的“自述”。按着顺序来，
先请“夹丝网防盗玻璃”来说。谁愿意来?(指名到前边来读。
)

师：大家注意听，看他写得怎样。特别注意听老师怎么给他
评改的，学点修改文章的方法。(学生到讲台前“自述”，于
老师当面进行评改。下面是重点评的后三种玻璃的“自述”。
前面的从略。)生：(读)“《变色玻璃自述》。我的名字
叫‘变色玻璃’，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有人可能不知道我，
其实，我早就上世了。”(师插话：“请停一下，把你写
的‘上市’的‘市’写在黑板上。”该生在黑板上写了
个“世”字，听课者忍不住笑了。老师说：“产品上市的市，
是市场的市，就是拿到市场上去卖。”该生恍然大悟，
把“世”改为“市”。

[评：袁枚说：“但肯寻诗便有诗。”只要有了训练意识，到
处可以找到训练点。](接着往下读)“从室内看外面很清楚，
而从外面看室内却看不见。

!生：(读)“《吸热玻璃自述》。你们可能不认识我，我刚问
世不久。我是‘吸热玻璃’。我在炎热的夏天，可以阻挡强
烈的阳光，使室内比室外凉爽;在严寒的冬天，我可以把冷空
气挡在外面，使室内保持温暖。我大大地希望能为你效
劳。”(师插话：“‘大大地希望’改成‘衷心地希
望’。”)“如果你把我买回去，安在门窗上，你家就不用买
什么空调、电风扇了。因为我可以在夏天挡住阳光，冬天挡
住冷空气，所以如果你家有老年人，夏天就不会中暑，冬天



就不会感冒、得关节炎什么的。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愿
你把我买回去，我会大大地为你效劳。”

师：又来个“大大地”!你是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笑
声。)把第一个“大大”改成“衷心”，把第二个“大大”改成
“热情”，不要老是用“大大地”。你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读得很有感情。特别是你没忘了老年人，很善良，良心大大
的——好!(笑声。)孔子的学生问他的志向，他曾经说过这样
一句话：“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首先愿
天下的老年人能安度晚年。你这句话虽然是以新型玻璃的口
气说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要继承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才!请上位。

[评：于老师评改学生的作文，不光从“文”的角度评改，也
注意到从“道”的角度评点，抓住学生在行文中流露出的思
想感情，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育与
熏陶，可谓“循循然善诱人”。]最后一种玻璃谁来读?好，
请你来。

生：(读)“《吃音玻璃自述》。我叫‘吃音玻璃’，我虽然
不像‘夹丝网防盗玻璃’那样能防盗，不像‘夹丝网玻璃’
那么坚强，(师插话：“‘坚强’改为‘坚硬’。)不像‘变
色玻璃’那样能调节室内光线，不像‘吸热玻璃’那样，夏
天能够把强光挡在外面，冬天把温暖留在房间里，但我也有
一种特殊本领，就是能吃掉噪音。你们把我装在窗上，如果
街上的噪音是60分贝时，传到房间里就只剩下18分贝了。我
是消灭噪音的能手!

生：18分贝。师：对，18分贝，一点也不错!数学也学得
好!(笑声。)她是最后一种玻璃，她把前面的概括了一下，等
于替教师作了总结，我要好好谢谢这位同学。

[评：让学生当众读自己的作文，教师则当众相机面批，此种
方式好处很多：1.给学生自我表现的机会，能调动他们写作



的积极性;2.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启发;3.当众面批，费时少，
受益面大。——当然，要面批得好，教师必须有敏锐的语感
和扎实的语文基本功。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篇三

《珍珠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描述了“我”为一种怕人的
鸟----珍珠鸟创造了安逸、舒适、自在的环境，使它们
与“我”越来越亲近，从而说明了“信赖”往往创造出完美
的境界。课文写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很能引起学生的阅
读兴趣。但它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对于农村的学生而言，在理
解上还是存在必须的难度的。根据本文特点，结合新的课程
理念，本课在教学时我注重以人为本，以读为本。采取情境
体验式教学法，引导学生紧紧抓住珍珠鸟与作者情感变化这
一主线，自主探究，自主感悟，合作交流，让学生在各种形
式的对话过程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让其思维在互动中
交流，情感在感悟中升华。

(一)以情为切入点，创设教学情境，在感受中学习。

教学一开始首先创设情境，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生
初读了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创设质疑情境，诱发学生大胆质
疑，生成问题。然后再围绕学生生成的重点问题，探索珍珠
鸟与作者情感变化的线索。这充分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
题，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一教学理念。

(二)以读为本，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学习。

要十分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与文本对
话、师生对话、学生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
体验。一是引导学生充分地读文;二是让充分发挥想象力，使
学生与作者进行心灵的碰撞与交流。在这种用心主动的思维
与情感活动中，学生对“信赖，往往创造出完美的境界”这
句有了更深的感悟。



课文珍珠鸟教学反思2

先是由学生围绕问题自主进行读、思、画、批，再小组合作
探究，最后全班共同交流。在学生交流问题的过程中，我有
机地穿插了三个引导学生想象思维进行说话交流的问题：

2、看插图好好想一想，作者在笑什么?

3、作者的笑是一种对自己孩子般爱的笑。小珍珠鸟真的
把“我”当作亲密无间的好伙伴、好朋友了。那么，小珍珠
鸟趴在我的肩上做梦，它梦见了什么呢?透过这些问题为学生
创设了大胆想象的空间，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引领学生用自
己的心灵主动去与文本对话，学生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驰
骋想象，个性解读，发言很热烈。

总结以上教学，我想，兴趣是学生创造力、求知欲的原动力，
只要学生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就会去追求、去探索。学习
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学生就会愿学、爱学、乐学、主动
学。让学生享受到课堂学习快乐的同时，又学到知识，发展
了潜力。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所学材料有
内在兴趣。看来，这个学生的“内在兴趣”需要我们老师去
认真解读教材，再精心地设计，课堂气氛是必须能够调动起
来的。

课文珍珠鸟教学反思3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阅读中感受语言的优美，在阅
读中积累。”

“读”是“感”的基本前提，无“感”就无“悟”。《珍珠
鸟》是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老先生的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
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我”与珍珠鸟相处的和谐与温



馨，揭示了“信赖，就能创造美好的境界”的深刻。我充分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课文内容，创造美的画面，美的
意境，引发学生美的感悟，美的情感。借助朗读、反复品读，
感受形象美，品味语言美，留足时间让学生与文本对话，充
分地读，在读中理解，读中揣摩，读中品味，读中有所感，
读中有所悟，读中进行积累。

一、以读为本，读中增情。

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读书、看书的，而
不是给学生讲书的。”

教学中，我以一个引导者、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引导学生主
动阅读。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并注意调动学生的情感，
不断变化方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如采用自由读，指名读，
齐读，配乐读，以悠扬的音乐、美妙的画面将每一个学生带
进课文的情境中，以感情朗读把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淋漓
尽致地展露出来。在教学第3自然段时，告诉学生这是一段精
致的文字，用心去读读，在描写珍珠鸟可爱样子的词句上做
记号，并多读几遍。学生交流体会后，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
段品读、比较读。一番反复感情朗读之后，学生进入一个全
新的境界，一只人见人爱的小珍珠鸟了然心中。

二、以境助读，境中动情。

感情朗读不仅是体会课文思想的有效方法，也有助于学生情
感的熏陶。教学中，我采用多媒体课件，创设了一幅幅温馨
的画面、悠扬的音乐为一体的情景，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有效地将学生的主观情感移入了文境。如在教学第6自然段时，
打出课件，小珍珠鸟甜甜地睡在作者肩上这一幅温馨的感人
画面出现在学生眼前，“多么温馨的一幕啊!此时小珍珠鸟已
经把作者当成什么!”学生交流后，“让我们再美美地朗读课
文，用心体会这份美好，留住这份美好!”《摇篮曲》的音乐
缓缓响起，学生伴着音乐美美地读文。此时，引导学生感情



朗读，已不单单是理解阅读了，而是带着对和谐的美好境界
的喜爱、赞美去读，以情促读，以读促情，使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达到更高境界。

三、在比较中培养欣赏语言能力。

读书时多做比较揣摩，有助于理解作者遣词造句的匠心，进
而感受语言。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我引导学生对出示的两
个句子进行比较，“拨开绿蔓一看，正是这只小珍珠
鸟。”“拨开绿蔓一看，正是这个小家伙!”通过读、比较，
学生感受到了“小家伙”是对人的称呼，此时作者已把珍珠
鸟当作自己的小宝宝、小朋友，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不
言而喻。让学生具体真切地感受到语言的魅力，进而学会赏
析的方法，使学生养成阅读时善于思维的好习惯，从而提高
学生阅读的质量，培养学生分析欣赏的能力。

四、在说中体会。

说，就是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认识、情感等精神的东西用
语言表达出来，这是语言和精神共同构建、生成、发展的过
程。小学生都有很强的表达欲望。为此，在教学结尾，我出
示了这么几句话：

学生有感而发，“信赖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
路”“信赖是一杯茶，消去了夏天的炎热”多么精辟，多么
传神!学生的发言中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爱的力量在学生
的生命活动中又一次得到了催生，相信爱心的滋润一定能够
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熟则能悟，悟则能化。结合语境、结合情感的积累易于被内
化。只要我们坚持在学文的各个环节中，把积累与读中领悟，
读中品味结合起来，一定会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的内化。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
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如何在教学中落实这一
要求呢？现以京教版第十二册《珍珠鸟》为例，谈谈我的认
识。

《珍珠鸟》是根据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改编的，描写了我为一
种怕人的珍珠鸟创造了安逸舒适、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使
它们与我越来越亲近，说明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课文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很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在指导学生阅读时，我从以下四点入手设计和组织教学，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初读课文，感受情意。

教师首先播放课件，让学生认识珍珠鸟，引起兴趣，引出课
题。然后让学生初读课文，读后谈谈自己的感受。

学生初读后，有的感受到珍珠鸟是一种可爱的小鸟，作者非
常喜爱它，有的说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小鸟，但它却不怕作
者，还有的说感受到作者和珍珠鸟有种亲近的情意。这些感
受都是孩子们独自的情感体验，是真实而可贵的，虽然来自
直觉，有些粗糙、肤浅，却是理解主题的基础。教师应珍视
这些感受，进而引导学生深入读书，理解作者写作的真谛。

二、细读课文，理解真爱。

通过初读，学生感受到了作者对珍珠鸟的爱。但要理解课文
的最后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仅仅体会到爱是
不够的。这美好的境界是什么呢？仅有爱就能创造出这美好
的境界吗？显然，教师这时应抓住学生的初步感受，引导学
生向纵深开掘：珍珠鸟是一种怕人的小鸟，但它却不怕作者，
为什么不怕？你是从哪儿感受到的？进而让学生细读课文，



体会作者对珍珠鸟不一般的爱：

起初，作者把珍珠鸟挂在异常茂盛的生着长长垂蔓的法国吊
兰中间，为它营造了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的环境，鸟儿才传
出笛儿般的叫声。接着，小鸟出生了，爱鸟的作者该是多么
好奇啊！可作者却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
睁大眼睛惊动它们。于是，鸟儿渐渐把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
作者所做的这一切，是对鸟儿的爱，体现在对鸟儿生活习性
的充分尊重。

小鸟在屋里飞来飞去，落在柜顶上、书架上、画框上、啄大
文豪的名字、撞灯绳，可作者却不管它，任由它自由自在地
飞。这里体现了作者的包容，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对
鸟儿的充分理解和宽容。

鸟儿胆子越来越大，它蹦到我的杯子上喝茶，啄我颤动的笔
尖，而我却不动声色，默默享受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以至
于我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这时，鸟儿接近我，
我接近鸟儿，这浓浓的爱意，是一种勾通，是零距离的接触，
是一种互为欣赏。

直到有一天，鸟儿落在我的肩上睡着了，作者流出一时的感
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
开你的人鸟合一的感人情景，使人感悟到更深层次的爱信赖。
这种美好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的，那是需
要付出的。有了作者对鸟儿的不一般的爱，才有了信赖，才
有了享受那份美好境界的幸运。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找到以上相关的句段反复体会、交流。
从中感受到那些描写我为鸟儿做了些什么的语段是有层次的，
作者对鸟儿不一般的爱，体现在他顺乎了鸟的习性和天性，
在尊重理解宽容勾通欣赏信赖的层层深入的情感体味中，学
生对课文最后一句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真正有了感
悟。这种感悟由浅入深，除了对本义、引伸义、深层含义的



理解，也有对不言之义的领会。

三、赏读课文，欣赏境界。

在学生理解课文的过程中，还应培养学生对课文优美形象、
深刻意蕴、丰富情感的欣赏能力，通过欣赏，获得审美享受、
感情陶冶、精神净化。

在教学课文第14自然段时，我设计了一个情境，让学生边想
象鸟儿伏眠于作者肩头的情景，边配乐朗读。在爱之罗曼斯
袅袅的乐声里，孩子们陶醉地读着，情不自禁地表达出自己
的感受。教师适时推波助澜：在作者眼里，珍珠鸟太可爱了。
小鸟是幸福的，作者也是幸福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啊！
这多像一幅画啊，你能给这幅画起个名字吗？学生的灵感被
激发起来，有的说叫爱，有的说叫亲近的情意，还有的说叫
信赖，教师于是用你是个有爱心的孩子你像个诗人你像个哲
学家等充满欣赏和赞美的评价鼓励学生的创意。

有位哲人说过：正是儿童承袭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性格，他们
的智慧既指向眼睛看到的地方，也指向心灵看到的地方。充
分调动学生的这种潜能，让他们在欣赏中想象，在想象中感
悟，在感悟中创造，那么，这一情境的创设就不仅仅培养的
是学生的欣赏能力，也融合了个性与创造的培育。

四、再读课文，评价信赖。

在学生通过欣赏性阅读获得情感满足的基础上，我设计了让
学生谈读后感的评价性练习。在交流中，有的同学谈到人与
动物的和谐关系要靠信赖来创造；有的感慨如果世界充满爱，
将会创造多少美好的境界；更有一位同学谈到了对人生的感
悟：马上要毕业了，回首六年的小学生活，竟没有一个可以
信赖的好朋友原来信赖是要付出的。如果我们经常问问自己
对别人付出了爱心吗？有没有尊重别人？在别人给你带来麻
烦的时候，有没有理解或宽容？有没有尝试着与别人勾通？



有没有欣赏过别人？那么，也许就会得到很多朋友，会创造
很多美好的境界学生的感受多么可贵，从感性的认识已经上
升到了理性的思考。其实，课文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是作家
冯骥才对人生的感悟，体现了大家手笔的匠心独运。

《珍珠鸟》一课，学生初读后似乎没有什么不懂，但作品借
助语言、结构、手法等形式因素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却是极
为复杂和微妙的，不易被读者真正把握到。阅读，就是要了
解文章由形式到内容的真谛。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剥开各种表面形态看到它们的精神实质，其方法便是感受、
理解、欣赏、评价。这几种能力的培养，是阅读教学的重点，
教学中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感受中有所理解，在理
解中加以欣赏，在欣赏中进行评价，会使阅读活动的内容更
加丰富多彩。

五年级课文丝绸之路教学反思篇五

《夕照》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怎样让学生透过一个个方
块字感受到夕阳下的景象如诗如画的美呢？在学生熟读课文
之后，我决定另辟蹊径，利用“读文·想象·作画·评
画·悟文”这一途径实现学生与文本的直接对话，让学生用
手中的彩笔将自己体会到的美丽的夕照画下来。在学生作画
之前，我先引导学生根据时间的推移变化，梳理出课文重点
介绍的几幅画面之后，学生神情振奋，开始紧张而又投入的
作画。

二十多分钟后，学生陆续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大家纷纷拿出
自己的杰作分组交流、欣赏，并推选出组内最出色的`几幅。
学生画的作品虽然简单稚嫩，但夕照的主要景物特点、神韵
却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学生的绘画之中了。后来，我请几
位“小画家”走上讲台，为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学生
人人俨然是一位小老师，有的从课文中找到自己作画的依据，
声情并茂的朗读这段文字：有的把几个自然段作为自己作品



的解说词；还有的学生进行了大胆的想象，把自己心目中的
夕照介绍给同学……课堂上，从读文理解，到作画悟情，再
到析画赏美，学生运用自己独到的审美观，还原了课文的内
涵和意境，缩短了与作者的心灵距离，从而感受到了作者眼
中的“美”。这时的我则退居一隅，变成一个忠实的观众，
一起分享孩子们眼中美丽的迷人的夕照了。

“借文生画，借画悟文”是我这堂课的特色，同时又激发了
学生的想象和创造，是抽象的文字符号演化为一幅幅美丽的
画面，既赋予文字以大自然的生命力，又给学生以丰富的精
神享受。由此，我想起了萨特说过：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
造。学生在阅读中并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主动的发现、
构建、甚至是创造。语文是一门充满生机和魅力的学科，语
言文字富有弹性、富有韵律、联想丰富，组合自由，气韵生
动。我们做教师的，应该充分理解、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感
受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