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雨教学重难点 山雨教学反
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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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山雨教学重难点篇一

本文线索清晰，层次分明，因此，我认为重点应放在想像课
文所描绘的情景上，从阅读中感受大自然的秀美，为了突出
这一重点我以读代讲，进行了如下的教学尝试：

一、读入声音。本课的摹声状物细致入微，遣词造句形象生
动，突出了山雨和雨中山林的特点，为了让学生真切地感受
山林中雨来时——雨中——雨后的声音变化，我在读上大做
文章，让学生先联系生活实际想象“风声”、“雨
声”、“鸟叫声”以及“雨滴落在小水洼里的声音”等等，
然后再把这种感受带入文本，让学生生情并茂地朗读。

二、读入文本。本文对山雨的色彩美描写得淋漓尽致，因此
让学生在读中感悟雨中所有的色彩都融化在水淋淋的嫩绿之
中，article/绿得耀眼，绿得透明的清新感觉，比任何语言都
更有感染力。难怪在这段的朗读中，我班的李铃育同学
说：“这清新的绿色仿佛真的流进了我的眼睛，流进了我的
心胸，真美呀！”

三、读出个性。在本课中，我没有大段的分析、讲解，而是
鼓励学生自主练读，读中自悟。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
有感情的练习朗读，并说说为什么选择这部分读？为什么这
么读？这样进行平等、轻松的阅读感受交流，给了学生个性



化阅读的展示机会，使学生能带着个人的感受、体验，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阅读交流和赏析，这对学生是很有益的。

总之，这篇课文不仅作者写得美，学生读得更美。

山雨教学重难点篇二

《山雨》这篇课文。作者以独特的感受.神奇的想象和联想.
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林雨景图，字里行间洋溢着
作者对大自然那分浓浓的的喜爱之情。

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了“读”和“悟”两方面，力求在阅读
和想象感悟中引领学生进入一个诗意的雨天。

一、初读感知

整体感知时，文本中如诗一般的文字跃动在学生的眼前，等
待着学生去品味、欣赏。文本中美的文字描写了美的意境，
美的意境惟有靠阅读者自己去感悟方能领略，原汁原味的整
体感知就是引导学生自己读进文本中，领略文字背后那美的
意境。

二、重点研读赏析

先教给学生赏读的方法，引导学生反复读，多想象，多感悟，
不需要逐字逐句斟酌含义，但要在读中体会作者的情感，有
自己独特的体验。力求通过品读、积累成诵等多种方式的阅
读实践进行不同层次的读，完成全程的阅读．在课堂中完成
一篇课文的学习，不应是阅读的结束，而应是阅读的开始。
带着课文的学习兴趣去阅读新的作品，对课堂内容进行延续
发展，才是真正意义的语文学习。那我的这节课就引着学生
从课文中的文本延伸到了生活中、文学里，不仅是朗读、感
悟能力的培养，也是其他能力的训练。



的意境课堂中学生好象并没真正感受到，一堂课下来，虽然
读了，想了，说了，但显得很空洞。我只是着重考虑要让学
生欣赏美文，对语言文字考虑较少，但该如何在教学中不牵
着学生鼻子走，又让他们真正落实语言文字训练，自主的感
悟语言文字美？这是我这节课存在的困惑。

山雨教学重难点篇三

（一）上课时我以各种读法让学生读，其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1、配乐读课文使学生审美感受又进一层。

（二）叶圣陶说：“一字未宜忽，句句悟其神。”这指的是
对文章的鉴赏，鉴赏什么呢，既要赏其美，又要鉴其妙。可
以从语言声音节奏、色彩氛围、语调语序中推敲品味，体察
作者怎样精确、省俭、传神运用语言，体察运用语言之妙。
新课改指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良好语感。语感训练除了语文
实践外，还需语感分析，析语言之妙。

因此，我让学生划出你认为好的语句，并用“这句话好，因
为_________”句式说话。有的说我认为“像一曲无字的歌
谣”和“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这句话好，因为这是由雨
声而产生的联想，给人以美的感受。

有的同学说我认为“雨声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树
叶、每一丛绿草，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这句话好，
因为这句话描写雨至山林时的音响特点，作者发挥了奇特的
想象，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图，表达了作者对山雨那份浓浓
的喜爱之情。我及时肯定，并趁势引导，学生们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通过各种形式的练习，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山雨教学重难点篇四

为了使学生喜欢阅读，我在备课时设计了许多激发阅读兴趣
的方法。比方说在指导第３、第４自然段的阅读中，我让学
生一边读一边想象，再通过配乐和课件再现情景的方法，把
学生带入到课文描写的情境中，让他们对阅读课文产生兴趣；
在指导第四自然段的阅读中，通过表演读的方法，调动学生
读书的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每一次读都有每一次的目的和要求，螺旋上升，层层推进，
学生经历了从读得不熟练，到读得流利有感情的过程。学生
有充足的时间在课堂上朗读、默读、表演读，在读中感悟、
理解、交流。学生在反复诵读过程中，学词、练句，走进语
言文字，体会感悟课文。

山雨教学重难点篇五

绘制导图、上台介绍、拓展阅读、绘制运用，课堂在学生的
交流展示中读过，充分给予动手动脑的时间，学习文本、发
展思维，重点聚焦，强化训练，习得方法在一开学就不断强
化。

寻找写作顺序，品味优美语言，在前篇课文精读的基础上，在
《山雨》这篇略读课文中得以运用。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
文，清晰的结构，清新的笔调，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喜爱
之情。

检查预习，放手自学。本学期开始，继续重拾课前检查预习
的习惯，通过巡视，了解学生预习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评
价，学生利用这个时间再次默读熟悉课文内容。巡视中发现，
课文分段、词语注释、导图初构，完成情况比较好。

绘制导图，交流展示。如何帮助、促进部分预习不到位的学
生，小组交流，完善导图成了整体感知及了解课文的一个环



节。在互相交流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黑板上绘制，分工
合作，并进行导图内容的介绍。今天扮演的三个小组，各有
特色，一组采取的是圆圈图，在关注结构的基础上亮点的提
炼了“雨后”以动衬静的写法，教师及时评价，第二组采取
的是括号图，亮点是对雨前、雨中及雨后的特点进行了提炼，
这很不容易，及时表扬；第三组采取的也是括号图，亮点是
点出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各组有相同点，也有自己
与众不同点，交流的同时启发了其他人，完善本课导图，个
别没有绘制的同学利用机会完成导图。

聚焦重点，积累语言。如果说导图是框架的构思，是对学生
概括提炼能力的培养，是整体关注的话，那局部聚焦也是必
不可少的。这节课上，对山雨的“声音”和“色彩”的描写
极为生动，朗读，体会修辞的运用，积累好词佳句。好文章
既有好结构，又有好语言，才能呈现出有声有色，有血有肉，
这也是写作的'一种指导。

迁移阅读，再次绘图。把课堂还给学生，除了课内文章能够
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方法，积累语言。能否自行读懂文章，
提炼内容呢？课堂上，我补充了《雨》作者按照季节的顺序
写了雨的特点，形象的比喻、拟人的手法让表达很生动。学
生能够比较快速地抓住主线，找点春、夏、秋雨的特点。这
种当堂绘制展示的训练，就是检测有效阅读的方法。

利用资料，迁移练笔。提炼结构绘制导图练思维，反过来，
有了结构如何生动描写，相机进行补充练笔，作者没有
写“冬雨”那冬天的雨又会是怎样的呢？模仿续写，期待明
天的精彩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