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颂教学后记 一面五星红旗教学反
思(模板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一

在《一面五星红旗》执教过程中，能较好地体现了小语新大
纲的精神，也表现出我较强的把握教材和驾驭课堂的能力。

１、把握住了教材的重点和特色，教学设计精当巧妙。本篇
课文以一面五星红旗线索，紧紧抓住店老板前后不同的行为
变化进行探究互动，整堂课流畅有序，层层深入，学生的感
情也随着理解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２、以读为本，通过抓重点词句体会的方法，引导学生主动
学习。整堂课中，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
读中体会，读中感悟，读出自己的感受，读出自己的想法。
在读中体会到“我”对祖国的无比深情。

当然，这堂课中也存在着一个小小的不足，在学生自读体会
后，评价面包店老板的'时候，学生的观念产生了不同的差异，
教师在引导的时候方法有些欠妥，值得考虑。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二

本节课的教学的理想境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所以本课以读为主，引



导学生在读中学，读中悟。据此，确定了如下目标：1、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内情绪感的变化。2、理
解课文资料，体会到“我”对国旗的尊敬和热爱，体会到面
包店老板对“我”的敬重和理解。3、了解作者的写作特色。
目标确定以后，教学紧紧围绕上述目标展开，并将上述目标
落实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之中，在读中理解，在读中品味，在
读中激情。

教学的`重难点总是与学生原有知识存在一些距离。教学关键
点突出地反映了学生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认识上的矛盾性，
体现了教材资料上已学知识与新知识的联系与衔接，展示了
教学过程中由感知教材向理解教材的合理过渡。因此，确定
与处理好教学关键点，对于顺利学习新知识能起决定性的作
用。在钻研教材时，弄清教材资料的层次与联系，明确重难
点是抓关键点的基础。所以，关键点是“课眼”，处理好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因此，我对本课的教学重难点进行了如下界定：

1、理解面包店老板态度的变化。

2、学习用外在动作表达内情绪感的写法。

《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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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三

《一面五星红旗》主要讲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漂流时
遇到了危险向面包店老板求助，面包店老板要求他用国旗换
面包，但他却拒绝了。面包店的'老板被他爱国的精神所打动，
毅然承担了留学生所有的医疗费用。文章对人物的语言、行
动、神态的描写生动传神。课堂上我注意引导学生学习语言，
品悟词语，在朗读和表达中渗透爱国主义情感教育。

五星红旗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真正明白“五星红
旗”所蕴涵的沉甸甸的意义，如何让三年级的孩子来理解这
个问题，对孩子们理解文本中的“我”的行为有着极为重要
的铺垫作用。所以课前一开始，我就向学生提问“你对国旗
有哪些了解”。再有教师引导：国旗是我们的国旗，我们应
该尊敬和爱护它，它是祖国的象征，引出课题，并指导读好
课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孩子是一个独立的阅读个体。要关注这一
学生学习行为，在初读文本的教学过程中，给孩子们创造了
独立阅读的学习空间，鼓励孩子自主阅读，读出文中的爱国
情来。然后学生自主独立读课文，再充分地交流理解。此时，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便点拨孩子们从“找
我当时的处境。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不愿意拿国旗来换面包”
中，让学生真切地从旅居海外留学生身上品出了沉甸甸
的“国旗情”，感知到“浓浓爱国情”，对留学生油然而生
敬佩之情。以及面包店老板前后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到底是什么感动了老板？引出下文，我的爱国举动。

“爱国情感”对于三年级的孩子来说是个虚幻、空洞的词。
如何引导学生感悟文章中的爱国情，便成了教学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我在教学中重点引导学生研读重点词句，感悟爱国



情，体验爱国情,把爱国之情融入到扎扎实实的语言实践中。
没有的语言实践，热爱祖国的说教自然成了“空中楼阁”。
而语言实践就是要带领学生研读文本，反复品味，切己体察，
读出文中情，读出文中味，读出融入孩子自己的情感的文本
味来。如在指导学生感悟“我摇摇头，吃力地穿上大衣，拿
着鲜艳的国旗，趔趔趄趄地向外走去。“等重点句子时，首
先学生自由读重点段落，勾画出令我感动的词，并说说你的
体会，再读。引导学生理解、感悟“吃力、趔趔趄趄”，从
中品出了留学生身上沉甸甸的爱国情意；接着，再给予学生
阅读的空间，让学生带着自己感悟到的文中情，自由感情读
重点语句，读出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情感体验来，切实地体验
到留学生身上浓厚的爱国情思。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得
到了“言”，感受到重点语句中每个字词里所蕴含的“爱国
情”；“我”的爱国情与孩子生活中的感性的爱国情融为了
一体，使学生的情感价值观得到净化与升华。

当然在这次教学活动中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在调控课堂教
学发展中，语言的精练和机智有待锤炼。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四

《捞铁牛》是本册教材的一篇精读课文，教学重点是要了解
怀丙和尚是怎样捞铁牛的，以及感悟并学习抓住课文主要内
容的方法。对于本课的教学，就研究性阅读来实现教学目标
的问题我有一点体会。

一、从课题入手抓住主要内容。

训练重点是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捞铁牛》是单元首篇，
需要引导学生感悟和学习这种方法。在备课时，我将本课的
学习重点确定为“了解怀丙和尚捞铁牛的过程”和“感悟抓
住主要内容的学习方法”。我意识到从教学设计到实践教学
是有一个过程的，两者之间要彼此沟通，就必须搭建起一座
连通的桥梁，这座桥梁正是在教学中根据重点内容而设计的



教学策略，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教学目标，铺一条路
让学生走过去。要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就一定要在实现教学
目标的途径上下功夫。

在开课时，我注意到了让学生从课题入手，去了解抓住主要
内容的方法，出示课题后让学生找出课题的关键词（捞），
围绕“捞”字交流，课文应当说明哪些问题、学生根据课题
提出了下列问题：

1、捞什么；

2、谁捞；

3、什么时候捞；

4、什么地点捞；

5、为什么捞；

6、怎样捞；

7、捞的怎样。

然后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初读课文，并把问题的答案连起来
说几句话。学生兴趣很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率。然后
变换答案的顺序尝试其他的说法。学生的思维被打开了，不
仅感受了祖国的语言的伟大，而且很容易的抓住了课文的主
要内容。从而突破了本单元的练习重点。

二、提出研读专题，突破教学的难点

本课教学难点是让学生了解怀丙和尚是怎样利用水的浮力捞
铁牛的，对于四年级的学生对水的浮力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以对于打捞过程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研读。学生在小组
内通过读课文，找出到捞的步骤，并对每一步进行分析，找



出前后的因果关系，从而很容易的解决了教学的难点。比教
师的一味说教学生更能接受。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五

40分钟的学习活动匆匆而过，课后反思这堂课的得与失，细
细想来有如下几点：

1、体现学生是学习主体。课标强调，要积极指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方式。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学生自读自说了
解捞铁牛的过程，学生反复诵读理清过程的逻辑关系，学生
自主排序练习展现学习成果等多处活动，特别强调学生的自
读、自学、自悟，让学生在自主的学习活动中理解内容，提
升能力。就课堂呈现，学生通过这些活动能从说不清楚到说
清楚，从不太明白到明白展现出了他们的学习效果。

2、紧扣中心句教学，培养学生概括能力。三年级阅读教学要
引导学生初步把握文章主要内容，培养学生概括能力。有些
文章是有中心句的，中心句起着概括内容的作用。我让学生
抓住中心句，理解中心词“出色”这一线索来展开教学，在
教学过程中处处体现“出色”，处处紧扣“出色”，让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理解了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句表达的。

3、结合课文内容精心设计语言训练，有效培养学生的表达能
力。语文教学既要得意、又要得言。语言训练的设计非常重
要。教学中，我设计了多处说的训练：一说，说内容。在自
读3自然段后，让学生说为捞铁牛怀丙和尚精心作了哪些准备。
二说，有条理的记。让学生按表示先后顺序词有条理的复述
捞铁牛的经过。三说，再让学生说了捞其他几头铁牛的过程，
在学生反复的口述中我适时地点拨培养了学生概括能力、有
条理的表达能力。

就本课而言课文通过捞铁牛表现怀丙和尚是一位出色的工程
家，从而体会他的聪明智慧。我在引导学生体会这一主题是



缺乏深度。建议，对“出色”的理解还要深入到位，可以抓
关键词，了解题准备工作时周密而细致，从而体会出色；还
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他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来捞铁
牛？”，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智慧”这一主题。

红旗颂教学后记篇六

《捞铁牛》一课中，有许多学生对怀丙十分佩服，对他的聪
明才智赞叹不已，因为他能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在当时机
械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运用智慧，把沉到河底的八只
大铁牛捞上来，是多么了不起呀！

可学完课文后，有一个学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怀丙这样把
沙铲进黄河，实在是很大的污染，对环境的破坏很大，因而
不值得大力提倡。他能有自己的见解，这说明他是用心读书，
不唯书，不唯上，而且想法在现代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我首
先尊重他的独特感受，没有让他完全跟着书本走。然后，我
鼓励他：“你能不能再想一想，如果船上的泥沙不铲到河里，
那该怎么办呢？”他陷入沉思中，全班一片寂静，都在冥思
苦想，学生的思维再一次得到锻炼。最后，学生通过小组讨
论，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用四条船并排，把泥沙
铲进另两条船里，这样一来，既不会污染环境，又能把铁牛
捞上来，还能节省泥沙。

学生的独特见解就像火花一样，一瞬即逝，要给予燃烧绽放
的机会，这很可能就成为课堂的“点睛之笔”。教师和学生
的思维相互碰撞，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