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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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一

《走向生活》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二组的一篇略读
课文，作者是美国作家戴维·科宁斯。课文主要讲述了作
者——一个初出茅庐的校报记者去采访前美国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别
具一格”的问题，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答，从而受到启发，
树立了引为座右铭的人生哲学——走向生活，广交朋友。课
文生活气息浓厚，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

本课教学时间安排一课时，教学目标是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从中受到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的启迪。古代著名教育家朱熹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
熟读了则自然精读，精读后，理自见得。”为此，我要给
足1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自由地放声朗读课文，
达到生字字音正确，语句流畅。我还巡回指导，轻轻纠正读
书姿势不正确的学生，在后进生旁边静心呆上一分钟左右时
间听一听，点拨点拨。对干学生朗读中遇到的字音、语句障
碍，允许学生互教或请教老师。也就是说，教师既要给足学
生朗读的时间，又要给予学生自主朗读提高的选择权。这一
环节就是要让学生静下心来，按照“阅读提示”独立勾画、
批注、在书旁简要写感想，提高自学能力和思维水平。“在
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
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苏霍姆林斯基）沉寂的课堂，



既是朗朗书声之后学生口、耳、香等器官的休整，更开动了
脑、手这一对最具灵性的学习器官。思维的火花，创新的幼
芽，只有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
一步教学的实施，教师也要舍得给足学生自学、思考的时间，
不能走马观花走形式。对于完成“阅读提示”较快的学生，
教师要鼓励他们自己提出疑问自己试着解决。

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的：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基本读懂课文，感悟主动走向生活、广交朋友的人生态度。

3、练习搜集有关资料。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讲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校报记者去采访一位前总统夫
人，从夫人的话中得到了一个人生启迪——主动走向生活。
学习这篇课文，一是引导学生积极准备、大胆应对、广交朋
友、主动走向生活的人生态度。

二是一采访为拓展点，进一步练习搜集有关资料。

课前准备：

1、布置学生准备一条自己的座右铭。

2、搜集有关罗斯福夫人的资料。

3、汪国真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教学设计：

一、谈话导入

记得去年学校庆典时，我班的蒋君锴同学超过采访了市长
（出示当时的照片），请蒋君锴同学说说你当时的心情。

是呀，要成功的采访好一个对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
在采访前做充分的准备，同时还需要勇气和智慧。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读顺课文，理清脉络。

2、作者向夫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是怎么回答的。

三、自学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四、交流

1、采访前，我的心情如何？是怎么准备的？

2、采访过程中，我向夫人提了什么问题？夫人是怎样回答的？

3、作者采访夫人有什么收获？

（获奖懂得“走向生活”这个人生哲学）

五、总结深化

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启发？

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是呀，其实一句格言，一个座右铭会影响人的一生。你有人



生格言吗？请写下来，贴在桌子的右上角，让这些格言时刻
激励我们。

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积极地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式的变化，而且强调了学
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体现对学生这一生命群体人文的关
怀，张扬学生的个性，使其在课堂中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
《走向生活》一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正是力求体现这一理念，
努力构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1、教学过程的变化。

整个课堂教学呈现鲜明的块状结构。“采访前”的内容通
过“读——说”的方式来了解、体会、交流；“采访过程”
采用现场模拟的活动方式来展开，使学生在这一主体活动中
学习水平不断地有层次地提升，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采
访后”通过老师引读、学生创作并朗诵自己创作的人生格言
这一学习活动，将整节课推向了高潮点。应该说，整个教学
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发现、合作探究，学习兴趣浓厚，
思维活跃，讨论热烈。

2、教学内容的变化。

《走向生活》一课的教学不仅是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感
悟罗斯福夫人走向生活，广交朋友的人生态度，而且要以课
文为载体，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如“再现科宁斯的采访
过程”，使学生有机会体验并实践小记者的角色，他们在实
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揣摩，讨论作为小记者采访时该注意些
什么，从中耳濡目染了记者采访所必备的职业素质。同时又
结合学生的自身生活体验的交流灵活地渗透“人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勇敢地挑战自己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等为人
处世方面的哲学思想。



3、教学评价的变化。

《走向生活》的'学习过程中，我坚持正面引导，不断鼓励学
习，激发学生思维。如对罗斯福夫人那段意味深长的话的理
解，我突出了两个关键词“强调”，建议学生联系自己平时
的个性或生活经验谈，学生的思维一下子活跃了，因为很多
同学与罗斯福夫人的童年有相似的经历。有位女同学谈到，
她是《常州日报》的小记者，第一次执行采访任务时，由于
紧张、胆怯忘了词儿，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她没有因此而溜
之大吉，而是慢慢地强迫自己稳定情绪，理清思路，最终顺
利地完成了任务。从中，她体会到克服心理障碍，强迫自己
勇敢地投入到生活与学习中去，是可以获得成功和无穷的快
乐的。我大加赞赏了她的勇气，并鼓励其他的同学也敞开心
扉，大胆地交流。课堂中诸如此类精彩的发言举不胜举，从
中不难发现老师激励性的评价方式使学生不再顾忌、揣测老
师心中的“标准答案”，从而能畅所欲言，在语言交流与思
维碰撞中不断感悟，提升自己的认识。

再如，再现采访之前，我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为采访的顺利
进行提出自己的建议；小组为单位采访实践后，我建议学生
自由地谈谈观后感，善意地指出成功与不足之处。这样，让
学生参与评价，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了学生们
的自主性。

4、学生思维方式的变化。

《走向生活》的课堂教学重视思维过程的展示，积极引导学
生发散思维，并阐述自己的见解，提高了学生求异、创新的
能力。如本课的结尾环节，我提出：刚才，我们都做了一回
小记者，采访了举世闻名的罗斯福夫人。如果让你代科宁斯
写这篇采访报道，你会从哪个角度来写？这个问题一抛出，
学生根据自己对课文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因而采取的写作切
入点也不尽相同。如用采访实录的形式写；从科宁斯对罗斯
福夫人那段话的理解开始谈；从介绍罗斯福夫人的生平开始



谈；从科宁斯的采访收获来谈等等。

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视角：

罗斯福夫人的话有什么深刻的道理？科宁斯的采访为什么会
获得成功呢？课文富于挑战性的生动情节，吸引着学生阅读
的兴趣。

教师思考：

课文记叙了一名校报记者—————科宁斯，采访著名的罗
斯福夫人的不寻常经历，激发人们热爱生活，走进生活，同
时也渗透着对罗斯福夫人平易近人优秀品质的赞颂。课文以
作者的心理变化为线索，语言生动活泼，层次清晰。教学时，
应引导学生自读课文，抓住行文线索，结合对重点词句的理
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受到积极生活态度和正确人生观
的启迪。

难点：理解走向生活的深刻含义。

重点：抓住重点语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设计特色：自读自悟，讨论学习。

信息资料：

1、收集文中有关人物的信息资料。

2、收集有关人生的格言警句。

教学要求：



1、懂得“走向生活”的深刻含义，结合收集的格言警句，使
学生受到热爱生活，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教育影响。

2、抓住课文主线，自读自悟，合作学习，培养阅读理解能力
和探究合作精神。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流程：

一、预习汇报

1、汇报朗读情况，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2、汇报自学的字、词、句。

“初出茅庐、会晤、莞尔一笑、赋予”等词语以及自己喜欢
的句子。

3、报收集到的与文中人物有关的资料。

4、通过预习，你从文中体会到了什么？

5、质疑。

（以预习汇报的形式展开教学，关注学生的认知，培养学生
的良好语文学习习惯，便于教师组织，调整教学活动。通过
预习也使学生初步地体会了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自读研讨，重点突破。

1、自读全文，体会“科宁斯”的心情是如何变化的呢？他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变化？

2、抓住课文重点句子，体会文章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和一个陌生人会晤并开始一种关系，这是生活中最令人感
兴趣的。”

“后来我强迫自己欢迎别人进入自己的世
界————————强迫自己走向生活，终于体会到广效朋
友是多么使人精神振奋。”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课文的主线和重点词句，通过自读合作，理解课文的
思想感情，受到了积极生活态度和正确人生观的影响，这样
摒弃了传统的串讲串问，繁琐分析，把语言积累与思想教育
有机地融合起来。）

三、畅谈收获，深入体会“走向生活”的含义。

1、你如何理解“走向生活”？

2、把收集到的有关人生的格言警句讲给同学听。

（拓展学生认知，积累学生语言，给学生展示的空间。）

3、课文总结。

四、实践活动

收集格言警句或名人故事，办一期关于“人生进取”方面的
手抄报。

板书：

科宁斯：紧张兴奋————胸有成竹—————始料不
及—————无拘无束

罗斯福夫人：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相关名言：

1、谁害怕暗礁而留在港湾中，虽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
永远不会到达我们渴望的目的地。

————列宁

2、为了在生活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热爱人生吧。

————罗丹

3、不管怎样的事情，都请安静地愉快吧！这是人生我们要依
样的接受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

————卢森堡

4、对于人，什么是最可爱的呢？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快乐，
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关联。

————车尔尼雪夫斯基

5、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自由和生活的
享受。

——————歌德

天气与生活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五

《走向生活》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

常州市盛毓度小学孙建香

教材简析这篇略读课文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初出茅庐
的校报记者去采访一位前总统夫人，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别
具一格”的问题，得到的却是意料之外的回答。这个记者从



罗斯福夫人的话中得到了一个人生态度的启示――主动走向
生活。

教学目标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基本读懂课文，感悟主动走向生活、广交朋友的人生态度。

3练习收集有关的资料。

学习过程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的指导或帮助现代教育信息技
术运用

一了解故事更改，学习“采访前”的课文内容。1说说课文描
述了怎样一个故事？

2介绍关于埃利诺・罗斯福的资料。

3读一读课文的1～8小节，然后尝试着描述一下采访前科宁斯
的心情如何？他作了哪些准备？1用汪国真的人生格言揭开本
节课学习的序幕。

2在学生交流资料的同时，教师相机疏通、点拨、做适当的补
充说明，以便使资料的交流更简洁、通俗。

3相机指导，以求学生能领悟到采访前，科宁斯的心情是有一
个变化过程的。

1出示课题。

二模拟采访，感悟主动走向生活、广交朋友的人生态度。

1交流初次见面，罗斯福夫人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模拟采访过程



（2）讨论：为了使再现采访能够比较成功，大家提一些建议；

（3）学生小组内排练；

（4）上台采访；

（5）细细地揣摩罗斯福夫人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进一步感悟
广交朋友，走向生活的人生态度。1相机总结：罗斯福夫人是
一位充满了热情和智慧的女性。

3采访时，给予学生一定的帮助（根据临场需要）

4体会罗斯福夫人的`话，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谈，
显得充实生动，避免说大话、空话。投影罗斯福夫人的那段
话，突出两个“强迫”。

网易娱乐新闻

三揭示主题。1体会科宁斯最大的收获。

2富有激情地朗读收集的名人名言和人生格言。1引读课文第
三部分。

2鼓励学生创作自己的人生格言。投影“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给我的生活赋予了价值，增添了欢乐。”

四拓展性作业。

讨论写采访报道的角度。帮助学生复习梳理科宁斯写的采访
报道可以从哪些角度写？

教

学



后

记

1师生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效应。我力求成为学生学习的合
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比如在与学生谈话交流时，既注意
认真倾听，又注重适时的点拨，不断地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2学习活动的设计注重层次性。其中“再现当年科宁斯对罗斯
福夫人的采访过程”这一环节，我没有满足于课堂表面的热
闹气氛，尽量消除“为表演而表演”的倾向。我始终把握住
语文课的个性特征，一切学习活动着力于发展学生的语文综
合能力。在具体的指导过程中不搞花架子，切实地帮助学生，
给予学习方式方法上的点拨，使整堂课中学生的学习水平有
层次地提高。课尾，学生创作自己的人生格言时表现了极大
的热情，体现了他们对课文重点――罗斯福夫人那段含义深
刻的语言由衷的领悟和感慨，从而掀起了整节课的高潮。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兼谈《走向生活》一课的教学

常州市盛毓度小学孙建香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积极地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了学习方式的变化，而且强调了学
习和发展的主体是学生，体现对学生这一生命群体人文的关
怀，张扬学生的个性，使其在课堂中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
《走向生活》一课的教学设计中我正是力求体现这一理念，
努力构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环境。

1教学过程的变化。整个课堂教学呈现鲜明的块状结构。“采
访前”的内容通过“读――说”的方式来了解、体会、交流；
“采访过程”采用现场模拟的活动方式来展开，使学生在这



一主体活动中学习水平不断地有层次地提升，取得理想的教
学效果；“采访后”通过老师引读、学生创作并朗诵自己创
作的人生格言这一学习活动，将整节课推向了高潮点。应该
说，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发现、合作探究，
学习兴趣浓厚，思维活跃，讨论热烈。

2教学内容的变化。《走向生活》一课的教学不仅是为了加深
对课文的理解，感悟罗斯福夫人走向生活，广交朋友的人生
态度，而且要以课文为载体，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
如“再现科宁斯的采访过程”，使学生有机会体验并实践小
记者的角色，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揣摩，讨论作为
小记者采访时该注意些什么，从中耳濡目染了记者采访所必
备的职业素质。同时又结合学生的自身生活体验的交流灵活
地渗透“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勇敢地挑战自己是人类
最宝贵的品质”等为人处世方面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