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湖教学设计(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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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湖教学设计篇一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上完这节课的感受，那只能
用“陶醉”这个词了。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陶醉在这迷人的景
色当中，陶醉在这优美的词句当中。读着读着，自已仿佛已
置身于西湖的美景中，看着碧澄澄的水哗哗地流着，有一种
惊奇自在心中。

在这节课当中，我的教学手段只是朗读加想像。让学生美美
地读，读出自已的感受，读出自已的韵味，然后再去深深地
回想，想像着自已已置身于这独特的美景当中，那可爱的古
怪的树绿得发光，绿得发亮，真是一种沉醉，一种迷恋。学
生们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去交流。感悟大家笔下的西湖的`
绿。

上完这节课，让我深深地感悟到语文教学本身应是很简单的，
重要的是能否在这简单当中让学生有深深地感悟，一直深入
地孩子们的内心发中，连同自已也被这种情景所感动，跟着
他们一起来享受这神奇的语言文字带给我们的幸福与快乐！

其实，我想语文教学除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外，更重要的
是能让孩子们在这学习当中体验到学习语文的快乐！

西湖教学设计篇二

本节课有以下亮点：



1、新课的引入紧贴生活。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了
刚刚发生的全国大范围降水天气，全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气
荒。我们马上从新闻媒体上筛选了这方面的报道，作为资源
跨区域调配学习的引子。这样的引题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地理
与生活密切相关，增加本课学习的趣味性，也激发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

2、教学资源准备完好。地理教学要基于地图，所以教师要花
较多的时间搜索地图资源。本课补充了很多我国能源分布图，
如我国天然气分布图、我国煤矿、石油分布图、我国水能分
布图等。这些地图对学生了解我国主要能源的分布情况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节课还补充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视频，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对这一重点工程有了基本了解。我们还花
了大量的时间来编制学生合作探究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对学
生完成学习任务起着很好的'引导作用。

3、教学过程积极体现了学生的主动性。本节课在整个教学过
程，不但设置了很多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问题，而且
在本节课的教学重点――西气东输的原因来了一个创新。对
于这个重点，我们设置了合作探究来进行。以小组为单位，
每个小组根据拿到的资料和书本内容，各总结出西气东输的
一个原因，然后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出来，教师再进行总
结。这一个过程学生相互讨论，自主查阅相关材料，充分发
挥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发现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在引导学生思考时，有时候设置的问题不够恰当，使学生
的思维发生了偏离。今后在这方面人需要提升设问的技巧。

2、由于课堂的其他活动较多，所以练习就少了。学生对知识
的应用没有得到及时的检测。今后在探究活动与练习之间的
时间分配，还应该再斟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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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教学设计篇三

《西湖》这一课语言优美，词汇丰富。

四类字与二类字各有十个，文中还有11个注拼音的字。所以
学生在读通课文时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为此，第一课时，我
重点引导学生把课文读通，我先是领着学生把课文读一遍，
然后把一些长句子、难读的句子教学生读了一遍，之后让学
生自由练读。指名分节读课文时，学生基本能读通课文了。
文中难懂、难理解的词句较多，为了分散难点，第一课时，
我把一部分新词随着句子认读，并理解。如学“素”，我出
示了句子，让学生先读通句子，然后在语境理解字义。学生
还是不能理解，我就让学生查字典理解。而
学“犹”“格”“般”“初”时，我让学生把句中的“犹
如”“格外”“一般”换一个词来说一说，从而让学生理解
这些词，同时把这些句子读好。

这样在课上，也就教了学生两种解词的方法，一是查字典理
解；二是通过换词来理解。我想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的语
感与阅读理解能力会得到一点一点的提高。

西湖教学设计篇四

课堂上，首先通过教师设问，让学生谈谈或即兴模仿平时生
活中了解的越剧知识，接着。教师用大半节课的时间介绍了
越剧的有关知识和家乡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学生们听故
事听得津津有味。最后和大家一起欣赏越剧唱腔《西湖好》
并学唱。并让学生谈谈对越剧的感受。出乎意料的学生反应
让人啼笑皆非：“我妈妈说，越剧是给年纪大的老人们听的。
”“我觉得越剧太嗲了!”教室里霎时哄堂大笑。

反思：本例过多的非音乐化的教学内容削弱了学生对越剧欣



赏的听觉体验。教学内容的安排应着重挖掘越剧的艺术魅力，
重点围绕着引导学生参与听觉体验、发展学生的音乐情感进
行。只有通过教学内容的分层递进，引发对音乐内容的层层
情感体验，才能激起学生对音乐的内化，体会越剧艺术的美
感。经反思调整后，从现场演唱徐派片段引入介绍徐玉兰和
家乡浙江的越剧，从学生欣赏与模仿中强化学生感受越剧的
旋律美与韵律美，最后欣赏《梁祝》的主题音乐，强化学生
感受越剧音乐的艺术魅力。

西湖教学设计篇五

因为教过，深知这一课对学生来说不是一般的难，因此，三
天前开始让学生回家每天读5遍，家长签名，第一次读后逐个
检查了学生注音、划词的情况，一一落实。短信中告诉家长
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家长督促孩子认真读书。北大荒一课的
背诵告诉我落实得还是不错，个别同学没按时背出全文，其
余的还算令人满意。三五十五遍读下来，再加上早读的朗读，
《西湖》在孩子们眼中已不陌生，读熟了，也就可以开讲了。

昨天的第一课时，本拟在初读课文知大意后，学习生字词，
再弄清描述了哪些景物，学习第一自然段。结果，字词关还
是用了大部分时间，三十个左右的词语，小黑板出示，用各
种方式读后，开火车游戏时，还是有同学打疙瘩，擦去拼音
后，两位同学读错音，因为不太放心的缘故，又花了时间读
词、理解、学生字、组词，课文也就读了两遍：自读、指名
分节朗读学生点评。

时间过得飞快，一节课大半用来读词了，课前预设没完成，
这也在预料之中。这是本册最难的课文了，学生由二年级上
来一下接触此类美文，也是有点懵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