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 黄河象教学
反思(通用9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一

教学《黄河象》一文，从审题、阅读交流文章的内容安排，
到课文内容如何详写科学家假想黄河象的来历，都由学生自
己主动探索主动发现。课题一出现，学生即运用已掌握的审
题的一般思路开始了审题交流。有个学生提出《黄河象》到
底是重点介绍黄河象化石的样子，还是黄河象的来历？是介
绍黄河象，还是说明黄河象化石保存完整的原因？通过阅读
课文，加上老师适时的点拨：介绍黄河象化石的样子容易，
说明黄河象化石为什么保存得那样完整难，科学家为了说明
黄河象化石保存完整的原因，对黄河象的来历进行了严密的
假想，故应着重来探讨作者怎么详写科学家假想黄河象的来
历。

至此，学生的交流进入到对课文内容及思路的揣摩。我顺势
引导：默读课文，以文章的`重点内容为基点，可划分为几块？
少顷，自主探索交流继续：“我认为文章按主要内容来划分，
可分为三大块：先介绍黄河象化石高大完整的形象，再写科
学家对黄河象来历的严密假想，最后写人们发现了发掘这具
黄河象化石。”段落划分好，学生进入理解课文重点内容过
程，他们发现问题：“假想最重要的事实依据是什么？”我
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通过探索讨论，学生一致认为最重
要的事实依据是黄河象失足落水陷进淤泥淹死河里，并引申
出黄河象化石保存完整的原因。此时，却有学生提出为什么
黄河象会失落水淹死在河里？有的说因为不小心急要喝水，



有的说因为石头滑，有的说因为天气热……面对学生零碎、
不全面、不系统的答案，通过看全过程再选词填空，使之变
得有条理，引发科学家假想黄河象从（热）——（渴）——
（喝）——（陷），最后淹死河里的结论，并指出这个结论
是科学业家从已知求未知，以结果推原因，运用逆向推理的
方法推出来的。

这样，学生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探索、发现构成教学过程的一
个又一个的教学环节。学生发现以后，懂的就讲，老师则因
势利导，于学生疑惑处启发，于思维陈列阻塞处引导，于学
习关键处点拨，起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作用。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二

《黄河象》是一篇科普小品。写的是科学家根据陈列在北京
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大厅里的一具古代黄河象骨骼化石，假想
了这头黄河象的来历。“科学家们是怎样想象黄河象的来历？
其想象的根据是什么？”这是全文的重点。根据教材自身特
点，采用“逆推法”教ud学，从中教给学生由已知求未知，
从结果推原因的追溯性逻辑推理方法，从而突破了课文的重
点、难点。为了激发学习的学习兴趣，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
采用了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讨论，自己去发现，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由被动的学变成以学习为乐，使他们
真正的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引导学生们接触新的思考问题的方
法——逆向思维，我还注意了对学生们回答问题的评价。评
价作为一种对学生回答问题是否合适界定的方式，要发挥其
真正的实效，是不能以单纯的“好！”“真棒！”“太完美
了！”来表述教师听了学生发言后的看法，而应结合学生在
回答问题过程中具体表现出来的优点和不足加以点评，比如，
在这堂课中，我对于学生朗读的指导就从他朗读的语速和朗



读的投入程度进行了评价，“你读得真好！入情入
境！”“听了你的朗读，老师真得感觉到了它的高
大！”……而对于学生回答的问题，我则进行了自己的概括：
“你抓住了黄河象的特点！”“你善于从文章中去寻找所需
要的信息，真会学习！”“你回答问题时从比较完整，还运
用了一些连接词‘于是’‘因此’，让你的描述更加完
整！”学生们听了教师的评价对自己回答问题的`方向性就更
加明确，为他们后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其实，教师教学手段的采用都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有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些看上去有着光环的手法，只要在我们
的教学中自始至终保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就会使我们的
教学效果在不断进行的教学过程中突显出来。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三

教师指导朗读技巧之后，自己进行范读，再由学生诵读。能
够让学生群众朗读，也能够让学生分主角诵读。在朗读中激
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也能发现学生朗读存在的问题。只
有朗读，才能让学生深刻感悟黄河的英雄气概，深入理解中
华民族的坚强品格，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提高诗歌的
审美情趣。当然，出现以上问题不能全怪教师。其一，由于
本校学生生源素质较差，学生大多对学习缺乏兴趣，对诗歌
知识的了解知之甚少，平时很少看课文，在课堂上未能很好
的与教师呼应。其二，教师是即将毕业的实习生，对课堂的
教学不够熟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看来，今后的语文教学，还得继续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下
功夫。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四

诗人站在高山之巅，代表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面对着黄河



唱出了赞颂之歌。他歌颂黄河的气势宏伟、源远流长，号召
中华儿女向黄河学习，学习黄河的伟大坚强。我在本课的教
学中，体现了如下特点：

教师要求学生多次诵读课文，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黄河气势
磅礴、勇不可挡的气度和力量，让学生在脑海里浮现一幅波
澜壮阔的雄伟图画。朗读在教学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大，这符
合诗歌的教学特点。

教学过程中，教师播放《保卫黄河》的歌曲，让学生聆听比
较，比较歌曲《保卫黄河》和歌曲《黄河颂》的旋律有何不
同，加深学生对诗歌的印象，体会诗歌的音乐美。其实，诗
歌是歌曲的文字载体，学生只有读懂了诗歌，方能领会音乐
的旋律和精神;记住音乐旋律，便记住了诗歌，两者相辅相成。

这首诗以短句为主，兼用长句，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突出黄
河的伟大形象和伟大精神。如“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
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这些诗句既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
法，又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如“啊!黄河!……啊!”运
用了间隔反复的修辞手法，使诗歌层次分明、感情深沉。
如“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运用了直
接反复的修辞手法，这反复咏叹强、而有力的结尾，突出了
黄河的伟大精神。歌词也久久回响在中华热血儿女的耳边。
还有拟人、比喻等等的修辞手法，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以诗歌“三美”为轴心，引导学生理解
诗歌的主旨，又了解诗歌的特点。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主
线是清晰的，诗歌知识点的安排是合理的。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却存在着一些不足。

教师讲得好，学生也应该学得好，这才是成功的课堂教学。
教师讲得好，学生学不好，课堂教学便失去了意义。在分析
诗歌的绘画美时，学生未能清晰的找出体现绘画美的地方，



教师也没有强调指出。这种绘画美学生究竟体会到了没有，
教师无从把握。其实，教师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从诗歌具
体的物象中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和联想，诗歌绘画美的特点就
体现出来了。

本诗写得明快雄健、音节洪亮，隔二、三句押韵，形成自然
和谐的韵律。由于诗歌的写作时代背景与现在不同，学生缺
乏对写作时代背景的了解，未能读出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这就需要教师讲明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让学生了解诗人光
未然创作《黄河颂》的经过;教师应该给学生示范诵读(朗诵)，
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节奏感来。

教师指导完毕之后，自己进行范读，再由学生诵读。可以让
学生集体朗读，也可以让学生分角色诵读。在朗读中激发学
生学习诗歌的兴趣;也能发现学生朗读存在的问题。只有朗读，
才能让学生深刻感悟黄河的英雄气概，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
坚强品格，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提高诗歌的审美情趣。

当然，出现以上问题不能全怪我。其一，由于本校学生生源
素质较差，学生大多对学习缺乏兴趣，对诗歌知识的了解知
之甚少，平时很少看课文，在课堂上未能很好的与教师呼应。
其二，教师是即将毕业的实习生，对课堂的教学不够熟悉，
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看来，今后的语文教学，还得继续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下
功夫。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五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揭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
即“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
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理解这个重点
的关键是放手让学生读通课文，帮助他们借助语言文字创设
的情境，展开想象，感知羊皮筏子在汹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



的惊心动魄的景象。教学难点是帮助学生弄清课文各部分和
中心之间的联系。为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我细细研究教材，
发现了其中隐藏的契机——抓住三处对比，引导学生精读感
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将黄河的巨浪激流与羊皮筏子的轻微渺小进行对比。

文章开篇写了黄河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险恶气势，极力渲
染黄河气势之大、险情重重，为下文描写黄河的主人的品格
作铺垫，所以对开篇的理解至关重要。在直接导入新课后 ，
我出示了一张滚滚黄河的图片，通过上节课的学习，黄河给
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你能用哪些词语来形容它？引导学生
用课文中积累的词语来谈。学生通过文中的词语展开想象，
再次朗读时读出了黄河的气势。认识了黄河的汹涌，对于下
文了解羊皮筏子的小，感受艄公的勇敢、智慧、镇静、机敏
做好了铺垫。

二、羊皮筏子体积之小与其载物之多的对比

“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
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引导学生从中
体会筏子的特点：小、轻。作者第一次见到湍急的黄河的羊
皮筏子时，为之一惊，细看到筏上有人更是惊讶、激动。并
用朗读展现这种越来越惊讶的层次。“一、二、三、四、五、
六，”可是“那上面却有五位乘客和一位艄公，而且在他们
的身边还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袋”。这足以让作者惊讶得
目瞪口呆。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指导学生朗读上。通过朗读
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进而引导学生将筏子和货物进行对比，
感受筏子体积是这样的小，可是其装载的货物确是这样之多，
指导学生读出惊讶、担心、害怕的语气，让学生读进去，通
过反复读、评价的方式让学生真正走进文本。

三、旁观者和当事人的对比



看到这六个人乘着一张小小的羊皮筏子，在湍急的黄河上贴
着水面漂流，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岸上的“我”不禁提心吊
胆，看的人已经是胆战心惊了，可是羊皮筏子上的乘客们呢？
他们谈笑风生，那从容的神情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览窗外
的景色。对比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乘客们何以如此放心，如
此安然？那艄公凭借什么赢得了乘客的信任？这时让学生默
读6—8自然段，画出描写艄公的句子，想想你看到了一个怎
样的艄公？这时，学生很自然会找到“而那艄公却很沉着，
他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大胆地破浪前
行”并说出自己的理解。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这句话，
我用语言创设了情境，波浪滔天时，遇到漩涡时，艄公是怎
样的表现？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引读中感受到了艄公的沉着、
勇敢、机智。很多学生还找到了“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
面对着险恶的风浪，身系着乘客的安全，手里只有那么一根
不粗不细的竹篙。”感受艄公沉着、从容不迫以及他那高超
的驾筏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领略艄公风采后，齐诵最后一句
话：“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
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来表达对艄
公的赞美之情。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六

《黄河的主人》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第八自然段中揭示
课文中心的重点句：“他凭着智慧和勇敢、镇静和机敏，战
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
”关键是让学生充分地感知艄公操纵着羊皮筏子在汹涌的激
流中鼓浪前进的惊心动魄。

那么，怎样让学生体会黄河的气势和艄公的品质呢？我主要
采用“以读为主”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语言文
字，在朗读中感受艄公这一形象，在朗读中激发学生情感。
在教学时，抓住了文章的重点句：“他凭着智慧和勇敢、镇
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
为黄河的主人。”由这个重点总领全文，让学生感受黄河的



气势，感受羊皮筏子的惊险，从而感受艄公的勇敢、镇静和
机敏。这样，对课文的赏析就不是零碎的，使课文有了整体
性。同时，我以作者的情感为线索，通过“我”的提心吊胆，
感受到艄公面对黄河险恶的环境表现处的“智慧和勇敢、镇
静和机敏”；其次，以乘客的“谈笑风生，从容的神情”衬
出艄公的技术高超，再次领悟到艄公的“智慧和勇敢、镇静
和机敏。”

但上完课，我感觉整堂课的朗读欠缺指导，那么，究竟怎样
的朗读才是有效的呢？我经过反思，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去
考虑：

1、读有所思。教师首先要明确朗读的目标，让学生带着明确
的目的去读。朗读的过程中有思维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朗读
就是积极、主动的。

2、读有所获。从一句话，一个字，甚至一处标点着手，扎扎
实实地进行训练，引导学生体会语言文字中蕴含的情感。

3、读有所感。学生朗读后要有所感悟，这个感悟不是教师通
过传授，通过暗示强加给学生的，而是学生发自内心的真实
的感受。通过朗读，学生脑海中留下的是丰满的形象，是真
切的情感，是真切的情感，是蕴涵于语言文字的思想，而不
是简单的浮于文本的文字。我想，这样的朗读才是有效的，
而这些正是我以后的教学中应该仔细钻研的地方。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七

《黄河的主人》是一篇意蕴深刻、震撼人心的优美散文。课
文描写了波浪汹涌的黄河及艄公驾驭黄河的风采，赞扬了艄
公凭着勇敢、智慧、机敏，战胜惊涛骇浪的黄河精神，并
以“黄河的主人”的美誉来赞美他。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
学生读懂揭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即“他凭着勇敢和智慧、
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



成为黄河的主人”。教学的难点是帮助学生弄清课文各部分
和中心之间的有机联系。

我在教学时，抓住了文章对黄河、羊皮筏子、乘客、作者的
感受的描写，让学生感受黄河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险恶气
势，羊皮筏子的小、轻，乘客的从容、作者的胆战心惊，从
而感受艄公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如：黄河气势铺
垫“主人”

“黄河滚滚。那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的气势，令人胆战心惊。
”文章开篇，把一幅惊险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之后又不
断描写黄河气势磅礴的词“汹涌的激流”、“湍急的黄河”、
“波浪滔滔”，令人顿生悬念：在这样险情重重的黄河之上，
谁又能“如履平地”，成为他的主人，艄公形象凸显。又如:
乘客神情衬托“主人”

黄河的气势令作者胆战心惊，筏子的轻小又令作者提心吊胆。
然而再观乘客，却是那么的镇定自若，“如同坐在公共汽车
上浏览窗外的景色。”此处作者抓住对乘客神情、动作细致
地描写，展示了乘客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反应。乘客的镇定和
勇气从何而来？彰显艄公形象。

发现、探究的学习方法，使学生对学习更有兴趣，学得更牢，
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方式。这就需要教师的点拨指导， 让学
生在研读中学会读书和思考。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引
导的着力点不在于让学生获得和教师同样的见解，而是启发
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究，在研读的过程中学会读书和思考，
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感悟心语：凭着勇敢和机敏，艄公在滚滚黄河上如履平地，
成为了黄河的主人；羊皮筏子上乘客凭着小心和大胆在滔滔
的黄河上谈笑风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只
要我们有勇气面对，以积极的心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八

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以诗歌“三美”为轴心，引导学生理解
诗歌的主旨，又了解诗歌的特点。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主
线是清晰的，诗歌知识点的安排是合理的。但是，在具体的
操作上，却存在着一些不足。

本课教学过程中，学生回答问题流于形式，往往由教师回答
了事。学生从诗歌中找韵脚时，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只让学
生回答押“an”韵，而未能让学生具体找出押韵的字；教师自
己回答了几个韵脚，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押韵的知识，无从
得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自问自答的时间明显多于学生思
考、讨论、回答问题的时间。由于这样，学生的参与性不强，
学生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课堂气氛不活跃，影响了课
堂教学效果。

教师讲得好，学生也应该学得好，这才是成功的课堂教学。
教师讲得好，学生学不好，课堂教学便失去了意义。在分析
诗歌的绘画美时，学生未能清晰的找出体现绘画美的地方，
教师也没有强调指出。这种绘画美学生究竟体会到了没有，
教师无从把握。其实，教师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从诗歌具
体的物象中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和联想，诗歌绘画美的特点就
体现出来了。

本诗写得明快雄健、音节洪亮，隔二、三句押韵，形成自然
和谐的韵律。由于诗歌的写作时代背景与现在不同，学生缺
乏对写作时代背景的了解，未能读出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这就需要教师讲明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让学生了解诗人光
未然创作《黄河颂》的经过；教师应该给学生示范诵读（朗
诵），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节奏感来。

幼儿园母亲河黄河教案篇九

《黄河的主人》是我国著名散文家袁鹰的一篇叙事性散文，



这篇文章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母亲河——黄河
那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及羊皮筏子在奔腾咆哮的黄河上鼓
浪前进的壮观场景，进而赞扬了黄河上的艄公机智勇敢、战
胜艰难险阻的伟大精神。课文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揭
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即“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
人。”理解这个重点的关键是放手让学生读通课文，帮助他
们借助语言文字创设的情境，展开想象，感知羊皮筏子在汹
涌的激流里鼓浪前进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乘客在羊皮筏子上
谈笑风生的情景以及艄公操纵着羊皮筏子在滚滚的黄河上如
履平地的壮观场面，从而让学生理解课文的中心，知晓艄公
成为黄河主人的原因！

结合本课的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艄公能成为黄河的主人？并使这个问题贯穿教学始终。
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边读课文边思考，在朗读中感悟人物的
形象。“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
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这句是全文
的中心句，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围绕着这根主线，我又让学
生找一找从哪些地方能看出艄公的.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接下来的交流中，怎样让学生体会到艄公的品质呢？我主要
采用“以读为主”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语言文
字，在朗读中感受艄公这一形象，在朗读中激发学生情感。
我在教学时，抓住了文章的重点句“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
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
为黄河的主人”，然后由这个重点总领全文，让学生去感受
黄河万马奔腾的气势、感受羊皮筏子在黄河上贴着水面漂流
的惊险，从而感受艄公的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这样，
对课文的赏析就不是零碎的，使课文有了一个整体性。同时
我以作者的情感为线索，通过“我”的“提心吊胆”，感受
到艄公面对着黄河险恶的环境表现出的“勇敢和智慧、镇静
和机敏”；其次，以乘客的“谈笑风生，从容的神情”衬出
艄公的技术高超，再次领悟到艄公的“勇敢和智慧、镇静和



机敏”！

其次，这节课在资源的整合上体现在：

学生在看了有关黄河的视频之后，对黄河有了直观的感受，
这时出示有关黄河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等等，
不仅帮助学生积累了优秀古诗词，同时让他们在古诗词中也
寻找到了黄河汹涌磅礴的气势。

仅凭语言文字，学生对黄河的印象还不够深刻，此时利用多
媒体课件，学生观看黄河壮观的视频，这样对黄河波涛汹涌
的气势有了直观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