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光的成语四个字 成语的心得体
会(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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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日月明教学反思篇一

《日月潭》是人教版第四册第三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是一篇
文质兼美的写景类文章，作者以清晨和中午两个特写镜头展
示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宝岛台湾和祖国
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文章结构清晰，景美情浓，如诗如画
的自然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我在第二课时预设的教学目标是：

1、认识“隐”、“筑”、“晰”等6个字，会
写“展”、“建”两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3—5自然段，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能用上积累的好词佳句看图介绍宁波的一处景色。

根据教学目标我是这样安排教学过程的：首先谈话导入，把
学生带入美的境界，然后自然地过渡到学习3、4描写日月潭
不同时间不同天气的自然段。用你熟悉的记号标出表示时间
的词语。然后用一个大问题贯穿整堂课“你喜欢什么时候的
日月潭”，让学生畅所欲言谈感受。在讲第三自然段时，教
师引导学生读出感悟，读出问题，自己解决一个难点“隐隐
约约”，教师只做引导。在学习中午太阳高照时，抓住“清
晰”这个词进行理解、感悟。在学习蒙蒙细雨中的日月潭的



句子时，抓住重点词“朦胧”，让学生找到比喻句。在理解
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背诵，然后迁移运用，把书中的好词好句
用到看图说话中，介绍宁波的景色。最后一个环节的写字指
导中，我出示的是两个同是半包围结构的字，但在书写中又
有所不同。

日月明教学反思篇二

日月潭令人神往，因为它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因为它“群山
环绕、树木茂盛”，更因为它有着别具一格的“日潭”
和“月潭”。教学两课时的分割中，我是这样考虑的：第一
课时在通读课文的同时，重点学习了课文的第1、2自然段，
主要了解一些关于日月潭的信息，比如“是我国台湾省的一
个湖”“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湖中央的美丽小岛——光
华岛，‘日潭’、‘月潭’名字的由来”等。第二课时围绕
课文第3、4自然段感悟日月潭的美。通过“画一画、读一读、
品一品、说一说”来感受日月潭在不同时间、不同天气下呈
现出来的不同的美。

在学习第2自然段时，学生对“碧绿”一词发生了兴趣，理解
也层层深入：

（1）从“碧绿”读出了日月潭的水非常清澈。

（2）因为第1自然段中说“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而
大树是绿色的，它的树影倒映在湖水中，所以湖水变得碧绿
碧绿的。

（3）它说“日月潭很深”，所以水就特别绿。

2、“轻纱”：听完晓琪的一番话，我的脑海中马上闪现出这
么一句话：孩子的能力真的是不可限量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听孩子是如何体会的：



我觉得“轻纱”这里也写得非常美，就像我们在《找春天》
一课中讲到的：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
藏。而日月潭被蒙蒙细雨披上了一层轻纱，就变得像春天的
小姑娘一样，好像在跟我们捉迷藏似的，非常神秘。

孩子的体会做到了前后联系，融会贯通，使日月潭的美蒙上
了一层神秘色彩，这是我在备课中不曾预设的。本以为
在“轻纱”的理解中，学生会联系到新娘的婚纱，但晓琪的
回答真的让我惊讶，佩服之极，心中不由得冒出这样的念头：
晓琪，我能有你，真是一种幸福！

3、“清晨”“中午”不同的美：而后在体会日月潭不同时间
段中的美时，孩子们的思维依然非常活跃。比如雨聆在理
解“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
中”时，她把日月潭比作了天上的银河，那“晨星”和“点
点灯光”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这美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
“中午”的美，孩子们也能感悟到日月潭不同于朦胧，而显
现出来的清晰，从而也明白了“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反
义词是“清清楚楚”。

“把课堂留给学生，学生将还以精彩。”在最近的教学中，
我更注重了备课，在环节设计中不再细腻，不再一环套一环，
而是以版块的形式呈现，课堂教学中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成，
以生成促教学，让学生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上灿烂绽放。

日月明教学反思篇三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不仅了解许多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汉字组成，而且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这几个汉字意思的组合。
对于这种会意字，学生非常感兴趣，在学习中学生体验到成
功的喜悦。

《日月明》一课包含13 个生字和一篇提示会意字构字特点的
小韵文及三个会写字，既要使学生把韵文读得朗朗上口，又



要使学生兴趣盎然地认字，可以说并非易事。为了设计好这
节课，我设计了以 “ 明、鲜 ” 两字引路，学生主动学习
其它会意字的思路；。我出示 “ 日 ”“ 月 ” 的图画，
而后出现 “ 明 ” 时，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
来。他们有的说 “ 明 ” 是由 “ 日 ” 和 “ 月 ” 组
成的；有的说 “ 日 ” 很亮， “ 月 ” 也很亮， “ 明
” 就更亮了。紧接着我出示了 “ 鲜 ” 字，问他们 “ 看
到它，你又发现了什么？ ” 时，学生们有的说： “ 鱼肉
很好吃，羊肉也很好吃。 ” 有的还说： “ 鱼肉、羊肉都
很有营养 ” 他们的主动 的学习，带给我惊喜。学生学习其
它会意字时，主动学习意识强烈，敢想，敢说，尤其问题意
识浓厚，如教到“ 田力男 ” 时，我告诉孩子们，古时候男
人们都在田里耕种，女人则在家纺织，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很多男孩子骄傲地说： “ 男人力气比女人大，所以男人就
在田里干活。 ” 我笑笑说： “ 那平时班上有体力活，我
们的男孩子就要多出力哦。 ” 一阵欢笑；教到 “ 灭 ”
字时，平时最调皮的任意 提问：“ 老师，灭火要用水，为
什么上边不是 ‘ 水 ’ 字呀？。一节课在极为融洽、民主，
学生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愉快地进行着，使教者与学者都身心
愉悦。我相信 13 个生字已无需课后去识记了，课文也能当
堂背诵了。

反思这节课的教学，首先，在识字过程中，可以适当渗透些
识字知识与识字方法，汉字中有大量的会意字，让学生掌握
一些会意字的构字特点，对于初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是
十分必要的。()教生字时一定要将字音、字形与字义结合起
来教。这样，学生就能很快认识并运用这些字，并能举一反
三，闻一知十。学生产生了浓厚的识字兴趣，他们就会到生
活中去主动识字，从而培养了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

其次，我深深感觉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太少，还满足不了学生
突发的一些需要。这就要求自己要多读书，多积累。

第三，我认识到：教，是为了不教。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从具



体的指导中悟出方法” ，心理学家奥托指出： “ 我们所有
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 ” 作为教师要相信学生，放手让
学生去 粗想，去问，去说，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好奇心和
兴趣。

然后老师要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别看他们都是一年级的
孩子，一样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日月明教学反思篇四

1.学会本课生字和由生字组成的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和名称来历,通过训
练,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

3.练习默读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自学能力。

4.欣赏日月潭的秀丽风光,激发学生对祖国宝岛台湾和祖国大
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日月潭的位置、名字的由来和它的秀丽风光是本课的重点。

针对本课重点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听、说、读、写能力的
训练。

多媒体教学课件(包括日月潭清晨、中午、下雨时的风光图片
和各种训练题的字片,适合朗读的轻柔音乐)。

一、自读识字

(一)激情导入

1.(多媒体课件出示台湾地形图)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宝岛-一台湾。在台湾省中部群山
环绕,树木茂盛,在其中的一座高山上,有一个风光秀丽,景色
宜人的湖,它也是台湾最大的湖。这个湖就是一一(指读课题)
〈日月潭〉。

2.自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画出生字词多读几遍。
相信你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二、合作交流

1、生字教学和游戏

出示带音节的生字9个，环绕茂隐筑晰朦胧境

去掉音节认读。小游戏认读生字。

2.指读课文，想想通过读文你知道了什么？

3、汇报交流

三品读领悟

选你最喜欢的段读，说说那你为什么喜欢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一学生读第一自然段,其他学生思考：这一段告诉我们
什么。

2.指名答(并板书"位置")。

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日月潭的位置?说的时候,用上
小红花里的四个词语。(课件出示一朵小红花,小红花里有四
个词语:台湾、台中附近、日月潭、高山) (学生用这四个词
语练习说话) 3.指名练习说话。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过渡:我们知道,"日"是指太阳,"月"是指月亮,这个湖真是那
么大吗?大得能装下太阳和月亮? 1.自由读这一段,想想日月
潭名称的来历。

2.师生有感情地连读这一段,(将日月潭轮廓和光华岛板画出
来),再请学生上台将日潭和月潭标上名称。

3.进行比聪明的游戏,练习说话。

三、四自然段

过渡：日月潭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它像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在
不同的季节换上不同的新装,呈现不同的景色。今天,老师把
一位导游小姐请到了课堂上,现在,我们就随着导游小姐去看
看美丽的日月潭。

1.(多媒体课件，学生边听介绍,边看日月潭清晨、中午、下
雨时的景色)思考:导游小姐介绍了哪些时候日月潭的美景。

2.请同学们回忆,刚才导游小姐向我们介绍了哪些时候日月潭
的美景? (指名答,并板书:美景、清晨、中午、下雨)

在这些不同的景色中,你最喜欢什么时候的景色呢?

例1.下雨时的景色(当以说喜欢的这一部分学生)

(1)这时候,日月潭真像童话中的仙境,"仙境"指什么?

(2)这时候,日月到景色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从哪个词语可以看
出?(朦胧)

(3)"蒙蒙细雨"是指什么样的雨呢?(小毛毛雨)



既然是小雨,那我们在读这四个字的时候要读.得慢、轻一点。
(多媒体课件出示这一句话,并标上指导朗读的记号)老师指导
朗读这一句话。.

(4)朗读这一段,还要注意些什么呢?(朦胧、仙境等词)

(5)师配乐朗读一一自由练读--指名读--齐读。

例2.清晨时的景色。(同样,也由喜欢这一部分的学生引出。)
(1)请默读这一段,完成这道题。(课件出示要求：默读,在点
明景色特点的词语下划"--")

（2）回答并板书(隐隐约约)

(3)我们应该怎样读?(课件出示：反复练读,在应该强调的词
语下划"·"小圆点)

(4)男女生指名赛读一稍作评议后再齐读。

例3.中午时的景色。

过渡:我们在学习描写早晨景色时借助了两个题目,现在,我们
按照这种方法自学。

(1)(课件)学生自学,划记,朗读。

（2）与同桌交换意见,完成这两题。

(3)指名读一一评议一一指名配乐读一一配音乐齐读。

第二课时

四、巩固延伸

1.复习认读生字、词语



2.选自己喜欢的段读读背背

3、练习说话.小导游介绍日月潭美景。要求:先作自我介绍,
声音响亮,大方自然。(先练习,再指名。)

4风光秀丽的日月潭不仅吸引了我们,还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
呢。请你想象一下,当那些外国游客见到仙境一般的日月潭,
俄们会情不自禁地说些什么呢?(指名答) .

5.拓展延伸

台湾还有许多的美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出示图片或视
频）

6.学习生字12个，指导书写。

日月明教学反思篇五

本周有幸听了蒋老师上的《日月潭》这一课，从这堂课中我
看到了蒋老师的精彩和细心，让我受益匪浅。蒋老师的课完
全按照我们沂南三小的“先学后导，自主发展”教学模式进
行，实用、有效，课堂效率高。下面浅谈一下我的感受。

蒋老师揭示学习目标，表达简明、具体，学生一目了然：了
解日月潭的位置、名称来历，日月潭的美丽风光。既有知识
目标，又有情感态度目标；目标符合学生学习的实际水平，
不偏不高不低，符合课程标准及课本要求。

蒋老师的课知识体系把握准确教学重点突出，教学难点突破，
内容定量妥当，蒋老师将感悟日月潭的美景作为了一个重点，
在学习这一部分内容的同时贯穿着词语的理解，朗读的指导，
全面规划了教学任务，培养了学生的思维，朗读能力，加强
了方法，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



1、揭示目标，导入自然，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积
极参与。蒋老师都是从出示日月潭，日月潭的特点入手。

2、蒋老师教学环节安排合理，教学的组织形式科学，结构严
谨，节奏适中，蒋老师注重了利用课本插图向学生展示了日
月潭清晨，中午和蒙蒙细雨时的不同景象。全班学生都积极
参与整个课堂教学。在指导生字认读时，蒋老师利用了情景
教学法，让学生观察屋内白茫茫的玻璃，理解什么是“朦
胧”，并让学生回忆晴天时，透明的玻璃，对比理解文中的
另一个重点词语“清晰”，调动学生感观，结合生活实际理
解词语，激发学习兴趣。

3、蒋老师注重了学法指导，学习习惯的培养。

如蒋老师的学法指导：

日月潭在哪里？用“”画出，用“”画出你认为美的词语或
句子，目标明确，有学习方法的指导，学生习惯的培养。

整节课中，全体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态度端正，能快速
明确学习目标，紧张地读书、练习、讨论。蒋老师的班级学
生常规训练得很好，师生配合默契，学生学习认真，秩序井
然。

蒋老师的课教学效果好，当堂训练的内容学生都能较准确地
完成，每个学生的知识，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真正做
到了有效教学。

如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学生动手练习的时间有些短，能让学生
动手写一写，更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总之，这堂课都上得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