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八年级石榴教学
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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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上课之前，钻研教材很长时间，反复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寻找教学设计的灵感。《石榴》是苏教版第五册教材中的一
篇课文。作者以季节变化为线索，描写了石榴抽枝长叶、开
花、结果的情景。最后一个自然段具体描写了石榴子儿的样
子、颜色与滋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石榴的喜爱之情。

为了设计好这一课的教案，我还浏览了网上很多篇不同的关
于这一课的名师教案，并结合本班同学的实际和自己的教学
风格，学习每篇教案中的精彩之处，设计出了第一份教案，
自己感觉还是挺满意的，觉得把该让学生掌握的、该讲的都
罗列进去了。因为准备的时间有点仓促，只把教案拿去给同
年级的老师看了一下，结果第一次试教下来，自己却感觉效
果很不理想。我这次执教的《石榴》一课文笔优美，课文的2、
3、4自然段都有重点内容，我因为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重点
而导致任何一个重点都没能处理得特别到位，并且还出现了
时间不够的现象。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石榴》是苏教版第五册教材中的一篇课文。作者以季节变
化为线索，描写了石榴抽枝长叶、开花、结果的`情景。最后
一个自然段具体描写了石榴子儿的样子、颜色与滋味，字里
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石榴的喜爱之情。在教学时，我努力运用



直观效应，引导学生用眼、用口等形式去理解词语，感悟课
文内容，从而更好地进行朗读与说写训练。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石榴》是一篇托物言志的优美散文，既描写了石榴的外在
美，又描写了石榴的内在精神美，同时其文章的语言美也值
得咀嚼品味。

课堂导入用一个谜语引起学生的兴趣的，进而进入文本阅读。

学生在赏析时，通过小组合作探究，从不同方面进行，不仅
拓展了思维，训练了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还能更深入的了解
石榴送赋予的精神意义。

通过启发思考，训练了语言组织的能力。让学生赏析了石榴
枝叶、花朵、果实之美之后，借着作者对石榴的感情引发文
章主题的思考，此时，学生展示预习时对相关背景的了解或
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再结合着文中的关键句，探究文章的主
题：借石榴颂扬了我们民族美好的情操，表达了正义必胜的
坚定信念，讴歌了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含蓄地表达了自己
的理想和追求。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假如》是一首充满童趣、情趣、理趣的诗歌，语言清新活
泼，充满儿童的想像力、创造力。这首儿童诗，借助“马良
的神笔”表达了对小树、小鸟和残疾人的关爱，诗的内容简
单，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儿童一颗博大而又纯真的心。是培
养学生关心他人、关爱生活、爱护环境的好教材。

反思这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两个亮点：

教学中，我让孩子自主识字，运用以往学过的识字方法自由



地展示，做到生教生，充分张扬了学生的个性，展示了学生
的能力。这样，孩子们动起来啦，整个课堂活起来啦，孩子
们主动参与，成为学习的主人，在乐中学，在学中乐，从而
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另外，本节课的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指导朗读时，没有
指导到位，在本课中，“假如我有一枝马良的神笔”这句话
在文中出现了四次，在读的时候应该读出四种不同的语气。
教学时，我没做重点指导。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重朗读的
指导。

总之，整节课的设计，我注意把学习的自主性交给学生，使
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得以长久地保持，做到乐学，
主动学，学有所得，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发展语言。

石榴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我执教的是人教版六下的十四课《只有一个地球》。本文是
一篇比较生动的科普作品，同时紧扣环保主题，深入浅出，
发人深省。在教学新课之前，我比较重视对学生的预习指导，
引导学生充分搜集了相关资料，学生对我们唯一的家园――
地球有了较多的了解，对学习课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通过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课件的演示，让学生充分
体会到地球家园的美好，对地球母亲的亲切，热爱之情油然
而生。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少具有视觉震撼力的图片和触目
惊心的数据统计，学生从中了解了我们面临的十分严重的资
源危机和环境污染，自然产生了保护环境的强烈愿望。

课文中引用的宇航员的感叹"我们这个地球太可爱了，同时又
太容易破碎了"是学生理解上的一个难点。因为预设学生在理
解"太可爱"与"太易碎"中会偏向于后者，所以在上课伊始，
我就努力让学生体会地球母亲的"可爱"。从多媒体课件中丰
富的自然资源图片，美得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引起学生心灵



的共鸣，让学生从文本，从生活实际，从课件图片去充分感
受地球母亲的美丽可爱以及她的慷慨无私。正是有了这样的
感情积淀，在后文的教学中通过理解"不加节制""滥用""随意
破坏"等重点词语才更强烈地对比出，人类是多么地自私，多
么地贪婪，让学生意识到，如果"不加节制"地"随意毁坏"资
源，可爱的地球就可能走向"破碎"。

当然，在本课教学中也有许多需要可加以改进的地方，例如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训练还不够。指导学生朗读这类作品，
除了同朗读叙事性作品一样要注入自己的感情以外，还要注
意行文的严谨，表达出这类作品的逻辑力量。如朗读第四自
然段的时候，"但是"之前为一个层次，可用较平直的语调，
要强调"但是"后面人类的行为，以引起人们注意"但是"之后
的内容，"不但……还……"可强调，人们的行为是在走向自
我毁灭。在朗读训练中，虽然我有各个层次的安排与预设，
希望通过文本，通过交流生态灾难，看视觉震撼的图片，看
触目惊心的数据，让学生一次又一次深入地感受，朗读好文
本，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情绪没有随着教学的
深入而高涨，使得学生的朗读也没有质的飞跃。由于学生初
读课文用时比较多，交流地也比较充分，后来的写话就显得
特别匆忙，最后梳理课文用的小结也没有完成。

总之，这节课给我带来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这次上课的经
验积累，也激励着我在将来的教学中留住精华，摒弃糟粕，
努力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