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篇一

文言文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承载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但又绝
不是惟一的任务，更不是根本任务。记得在第一次给学生上
文言文课时，我就让学生讨论过为什么学习文言文，我理解
其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接受古代文化的熏陶渐染，提高人文素
养。可是，光讲授，学生无法理解。这样面对一篇文章，如
果肢解开来读，必然失去其原有的韵味，所以在教学中，我
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展示三峡图片，让学生一
下子明白其文的内容。我力求让学生在整体中去解读语言，
真正实现学生与古人的对话，学到活的知识而不是孤立的字
词。于是第二个环节就是弄懂文意。读是基础，于是利用远
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的图片和朗读带，让学生听看，借
助注释来读课文，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拿到课堂上大家
共同讨论解决。实践证明，有了听看的基础，学生说，完全
可以自行解决文意串讲这个问题的。

如果说前面的读是在为品做准备，那么真正的品就在学生对
文章优美佳句的欣赏上。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行找出自
己喜爱的地方，然后说明喜爱的原因。许多学生都喜欢写三
峡夏季水的画面。于是便抓住机会，诱发联想，想起一些与
此地情景相似的诗句，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比如：远程教
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的有关的诗句，夏季水流湍急，学生
由原文想到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还想到了许多写水的
诗句。这既是一种对课文的理解，又是一种知识的迁移。有
的学生欣赏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清荣峻茂”的图



景，于是课堂上对这四个字进行展开扩写，用自己的语言将
这四种图景描摹出来，结果，多数学生对自己的扩写不满意，
认为自己的扩写使原文那种深远的意境变得平淡了，好多丰
富的内涵也没有了。经过比较，学生深深体会到了资源魅力
所在。还有的学生喜欢秋季的凄清，面对两岸高峻的山岭，
聆听悲哀婉转的猿的叫声，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中，
有这样的画面，学生一看，触景生情。这种直接面对文本的
倾听和思考，拉近了学生与古代时空的距离，仿佛听到了作
者旷远的呼唤，仿佛看到了作者对壮美河山的叹仰。如果说
《三峡》的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水融合，那么学《三
峡》，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人也与自然景观成
为一体了。在此基础上，练习写导游词应该是信手拈来了，
完成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的全过程。

总之，本节课，气氛和悦，学生既参与了课堂，又学到了知
识；既懂得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中的课程资源，又提高了学习
兴趣。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篇二

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的舞台，教师的引导，学生的即兴学习
把课堂教学推向了高潮。在这里，师生情感的互动、升华，
是语文课堂教学灵魂的精髓。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拓展、
完善了学生的创意空间。文学作品的审美，就是生成创新的
情感体验。它是一种激情，这种情感牵动着师生走进作品、
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游记散文这类文体，一定要抓住课文的重点进行赏析，
其中朗读这个环节是最关键的。一篇文章的内在美，它是通
过读者的赏析产生共鸣的。而在这种共鸣中，无论是群体的
朗读还是个体的朗读，这个环节起到审美的重要作用，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强化这化环节。

语文能力的提高贵在积累。这种积累不只局限于我们的学习



生活，它还渊源于我们的课余生活。所以要善于培养学生养
成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只要留心、只要在意，在生活中到处
都有可以学习的知识。我们教育者要不断的引导学生，学会
积累，学会搜集整理信息，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课堂教
学。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篇三

《三峡》是一篇文质优美的文言文，它是郦道元所写的《水
经注》中的一篇典范之作，不仅详细介绍了三峡的地貌体征，
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了让学生理解文艺并感受美丽，
在教学时，我设置了一下学习目标：1,、熟读课文，理解文
意。2、反复朗读，欣赏三峡的优美风光，品味语言的精
妙。3、掌握方法，轻松背诵。这样设计既让学生了解了三峡
的景物特点，还能够能够学生欣赏到语言的魅力。

《三峡》一课的教学，我没有设计一个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始终以“读”贯穿全过程，让学生通过对课文多遍不同形式
的读，如：默读、轻读、朗读等，在读中完成学习目标。整
个课堂都是学生在读，在说，在品，在记，老师只是引导的
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语文课“语文
味”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在学生对《三峡》一文精度细品的基础上，我顺势引导学生
掌握背诵的方法，分清层次，理解，掌握重点字词，之后
用“减字背诵法”加以验测，整堂课有诵读、有品位，有积
累，有方法指导，高效、是在。

无提问的课堂，有章法的朗读。美丽的，配以美妙的音乐，
让学生美美地学习，美美地收获。整个语文课堂变成了欣赏
美、感悟美、收获美的'场所。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篇四

1、利用三峡风光导入。

师板书：“三峡”，（让生读一遍）问：同学们，对于三峡，
你知道些什么？（生答）

（师出示课件：三峡风光）师解说：这就是神奇的长江三峡，
它长190多公里，它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这雄伟
壮丽、险峻的风光像一条迷人的画廊，深深地吸引着人们。
同学们，这画面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生答后）师：是
啊，三峡不但美丽，而且还孕育了许多的优秀儿女，他们有
的虽然离开了家乡，（板书：情）但他们的情却永远留在了
三峡，留在了家乡。万州诗人湛明明、湛泉中就写下了这首
优美的诗。（生读一遍：《三峡情》）

2、过渡。

师：从题目上看，这首诗围绕哪一个字在写？（生答：情）
师：那是怎样的情呢？让我们在下面的学习中去感受吧！

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尽量做到字字读准，句句
读通。

师：同学们，会读了吗？那好，我们来会会这几个生字朋友。

师出示生字词。1、指名读；2、齐读；3、请同学们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快速地记住生字；4、抽生说“篙”和“驾”用什么
方法记住；（师在学生介绍后，说：这种方法好，很多字都
可以用这种加一加的方法）5、师出示“痴”在字典中的三种
解释：（1）不聪明；（2）极度迷恋某种事物；（3）呆。师：
你觉得诗中的痴是什么意思？6、“巫”的笔顺。

1、师：同学们做到了字字读准，能否句句读通呢？老师来检



查一下，谁愿意给大家读读？（师抽4个人后再读）（师要及
时给学生纠正读错的地方，如：喊一声号子/驾船行）

2、同学们，我们一起读课文，看看诗人想表达他的什么感情。

1、师：通过刚才的朗读，你知道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什么感
情吗？（生答：思乡情，师板书：思乡情）

师：请同学们看看课文，哪些句子直接写了诗人的思乡情？
（生答：“牵动儿女思乡情”“恰似儿女思乡情”）师：是
什么牵动着他的思乡情呢？（生答：三峡的雨和三峡的云，
如果生答不出，教师就引导生读第二和第四节）

同学们，诗歌优美，歌声感人，让我们在优美的旋律声中，
好好品诵这首诗吧！会背的最好背。

师：读得多投入呀！同学们，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都从旧
城迁到了新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生答）师：是的，
就是因为三峡电站的修建，让三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想知道今天的三峡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师出示相关的图
片，并介绍：这就是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是它，让高峡出
平湖；这就是浩浩荡荡的三峡移民大军，他们为了三峡工程
建设，舍小家，为国家，举家外迁；这位双手抱婴儿的父亲，
他深情的回望着，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依依不舍之情，感受到
了所有的三峡移民都和诗人一样，都有着（指着板书，师：
如痴的思乡情，都有着浓浓的（生读：三峡情））；是的，
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更加美丽富饶的三峡！）

师：是呀，三峡的变化太大了，它让那些三峡游子更加思念，
让那些为支持三峡工程而移居他乡的三峡移民更加留念。同
学们，让我们带着他们的无限思乡之情读：（师引要低）

三峡雨三峡云细如丝柔如锦牵动儿女思乡情



三峡雨三峡云洁如玉白如银恰似儿女思乡情

师：这美丽的三峡，古往今来，不知得到了多少人的赞美，
请同学们课外去收集有关描写或赞美三峡的文章吧。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热爱家乡、思念家乡是古往今来
人们永远吟唱的主题。《三峡情》正是反映了这个永恒的主
题。三峡雨，三峡云，故乡的景，故乡的情。这是一首抒情
诗，也是一支旋律优美的歌曲，读一读，唱一唱，已让人热
泪盈眶。三峡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就寄托在那如丝的雨中，
寄托在那如锦的云中。

诗歌共有四节，每一小节都以三峡雨，三峡云作为开头，这
样反复出现，如同娓娓道来的故事，使情感表达更为真切、
缠绵。第一节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口吹叶笛的孩子正行走在
三峡的坡坡坎坎上，正出没于三峡的风风雨雨中。第三小节
又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正在异乡面朝着三峡的方向老
泪纵横。而二、四小节借三峡的雨和云直抒胸臆。

今天反复吟唱这首诗，让人感触更深，三峡大移民工程中，
不知有多少三峡儿女为了祖国建设离开了家乡，但他们的根
却留在了三峡，三峡永远牵动着三峡儿女的思乡之情。

本课教学的重点：一是引导学生感受诗歌语言的优美精练，
体会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浓浓的思念之情；二是自主认识本
课的生字，并能美观地书写。

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教学反思篇五

能用合适的情绪演唱歌曲是本节课的一大目标。在学生听录
与教师范唱熟悉旋律之后，让他们找出印象最深的地方——
衬词部分，进行分析并指导学生准确唱出。在引导学生在后
半段加入号子声前设问：“孩子们唱到：看惯了涛声一阵阵，
听惯了号子一声声。你能让没来过三峡的人真正从这首歌里，



感受到涛声和号子声吗？又怎样使你们的声音与歌声融为一
体，和谐悦耳呢？”在此基础上分步实施。为学生提供合理
的创造空间从歌曲表现内容中拓展，根据歌曲表现的情境、
形象内容等，设置不同的音乐活动，通过变化力度、速度、
音色进行重新演绎。教学中教师将学生创造的表演加以评价、
提取富有审美的材料片段，并美化学生的创造效果，使学生
获得的不同的审美感受，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获得更多的
愉悦和认识。尤其是它带有地域特点的衬词“也衣也衣也”
孩子们非常爱唱。至于说兴趣，我不用特别的调动或精心的
导入，只要简介三峡，与学生共同说一说对三峡的了解，及
其作用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用在歌曲的学习上，咬字、吐字
需要教师特别强调。我认为咬字、吐字是学好本课歌曲的不
容忽视的问题。

成功之处：学习了歌曲，我请了几个同学演唱歌曲，效果不
错，孩子们的齐唱效果也很好。在这个环节里，我还通过教
师唱譜，学生找出歌曲中相同的旋律，过渡到同头异尾的乐
理知识。

不足之处：由于是学生自主参与学习而不是教师机械的灌输，
但是在旋律学习上没有设计好，使学生对乐谱掌握的不熟，
结果出现了反复的师带生学的沉闷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