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丝绸之路活动课 丝绸之路的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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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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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活动课篇一

本节课我从一碗牛肉面说起，用“壮志西行勇“凿空”、丝
路漫漫贯中西、古道新颜焕生机”三个篇章引导学生理解丝
绸之路的历程。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我的优点在于语言优
美连贯，多媒体技术应用熟练，教学过程设计精细，活动较
多，能较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并尽最大努力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在随后的评课过程中，大家的热烈发言给了我很多的
启发。

一、首尾呼应。这节课我用牛肉面导入新课，很快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文章的结尾我用一段结束语来结束新课，并
没有很好地回应导入新课时提出的问题“人们最早吃到这样
一碗美味的牛肉面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能在展示丝绸之路
东西方物种交流的动画中提到牛肉面的元素，并对导入作以
回应，效果会更好。可见，课的设计要有始有终，更要善始
善终。

二、有的放矢。本节课的重点是体会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文
明的“桥梁”作用，为了突破重点，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
动画展示东西方物品的交流，然后让学生根据物品交流的种
类完成句子“丝绸之路是一条（）之路，它促进了（）”。
通过课堂实践，学生基本能说出贸易、科技、艺术、文明等
关键词。如果仅仅引导到这里就结束的话，未免有些浅尝辄
止了。可以让学生再多说一些，让学生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



刻的理解。最后要给学生强调，丝绸之路的本质是一条贸易
通道，但在东西方长期的贸易过程中，也促进了科技、军事、
文化、民族的交流，所以，它也是一条军事之路、友谊之路、
民族融合之路。

三、及时生成。在引导学生对东西方交流物种进行分类时，
我们发现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物品以农作物品种、艺术、宗教
为主，而中国向西方输出的物品以手工业品和先进科技为主，
这是我们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那么，能不能引导学生进行
再进一步的思考呢。正是因为西汉的科技发达，所以经济发
达，进而导致国力强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四、重视常态。每一节优质的公开课都凝聚了教师的努力和
心血，也是教师个人教学风格的展示。每个人都应该结合自
己的风格和特点设计自己的课堂，扬长避短，将个人特点发
挥到极致。公开课和平时的常态课并不是割裂的，归根结底，
教育要落实到每一节普通的常态课中去，因此，我们要把每
一节课都当成公开课去对待，并将这种精心设计的意识，精
益求精的精神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中去。

交流促进提升，在工作室各位老师的真诚指导下，我对这节
课以及以后的教育和教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集思广益找
差距，博采众长再出发。坚守初心，继续努力。

丝绸之路活动课篇二

这一篇略读课文，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与安息古国交
流的一幕，再现了西部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对丝绸
之路有个较深刻的印象，对其中叙述的故事产生兴趣从而加
深对丝绸之路的了解。

教学这一课，我主要是训练学生的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能力，
理解一些重点语句的能力。此外，文中还出现了较多的四字



词语，其中“栩栩如生、美轮美奂”是学生必须理解但又较
难掌握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提点。

从文章的叙述看来，如果单纯让学生在读过文章之后就概括，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课文不仅历史和现实交错，而且其时的
历史相对遥远。鉴于此，我采用板书填空的方法，让学生在
认真读过文章之后把空缺的`重要部分补上去，文章的主要内
容就出来了。

而在领悟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时，让学生依据课文中间部分
的内容进行分角色表演，调动了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整个
课堂气氛也比较活跃，效果较好。

丝绸之路活动课篇三

这篇课文是“走进西部”这一主题中的第二篇课文，而且是
一篇略读课文，课文所述的内容很好理解，但对于“西部”
这一概念不是很了解，学习这篇课文时，我课前让学生搜集
有关西部的资料，上课时，在讲解课文的同时，穿插所搜集
的资料，如讲有关西域的使者的故事，我国传入外国的文化，
外国传入我国的文化等，学生兴趣很浓，激发了学生对丝绸
之路和西部历史的了解的兴趣，及对西部的热爱，而且有些
学生课后还兴致勃勃地找到老师问这问那。

我感觉，这种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发挥其作用的方法很好。

丝绸之路活动课篇四

通过教学效果我觉得本堂课的设计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问题入手，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2、从兴趣出发，引导学生感悟：



兴趣是学习的内驱力，只有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
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语文教学应以使学生爱学语文、
乐学语文为基本追求，所以，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前提。因此，我设计了课前搜集资料、
以一位导游的身份给大家介绍丝绸之路等等学生感兴趣的活
动，让学生在兴趣盎然中学习感悟课文内容，这也是本节课
的一个亮点，学生在反复复述课文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了
张骞的爱国情怀，与此同时也激发起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反思二：丝绸之路导游教学反思

1、这一篇略读课文，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与安息古国
交流的一幕，再现了西部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对丝
绸之路有个较深刻的印象，对其中叙述的故事产生兴趣从而
加深对丝绸之路的了解。

教学这一课，我从"为什么这是一条伟大的路？伟大体现在哪
里入手，让学生先整体感知，再具体读文，以小组合作的方
式讨论学习。从文章的叙述看来，课文不仅历史和现实交错，
而且其时的历史相对遥远。

反思三：丝绸之路导游教学反思

1．导入新课时，可以在世界版图上画出丝绸之路所经路线路
线，让学生了解当时有一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
大道。他对一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介绍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使丝绸之路学生对丝绸之路有一个感
性的认识。

2．本文为略读文章，应以学生自读自悟为主，让学生结合自
学提示，了解课文内容，在感悟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教学时
可以从文题入手，也可以从文章的主要内容入手，学生可以
自行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教师借机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在交流中深入体会文章内容。



3．本文语言生动，史实与想象互相印证，叙述与明理相得益
彰，要结合课文适时指导朗读。通过感情朗读感受文章语言
的特点，感受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感受场景描写的具体可
感，感受文章四字词语的清新自然。

丝绸之路活动课篇五

课文所述的内容很好理解，但对于“西部”这一概念不是很
了解，学习这篇课文时，我课前让学生搜集有关西部的资料，
上课时，在讲解课文的同时，穿插所搜集的资料，如讲有关
西域的使者的故事，我国传入外国的文化，外国传入我国的
文化等，学生兴趣很浓，激发了学生对丝绸之路和西部历史
的了解的`兴趣，及对西部的热爱，而且有些学生课后还兴致
勃勃地找到老师问这问那。

《丝绸之路》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丝绸
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在教学中抓住文章的主要线索，提
出“丝绸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这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研
读。

通过研读，学生了解到丝绸之路是一条友谊交流之路，丝绸
之路是一条经济发展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递之路，
这样一条文脉线就立了起来。

利用地图导读，丝绸之路“横贯亚洲”，“以我国当时的首
都长安为起点，向西北延伸到地中海西海岸，辗转到达罗马
各地”。课文中描述得十分清楚，但是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
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老师通过演示丝绸之路在
地图上的行进路线，把这条书本中描述的路，直观地呈现在
孩子们的视野中，让陌生的丝绸之路，有了神秘的感觉。，
学生从地图上看到了文中描述的长安、地中海西海岸、古罗
马等地，这些实实在在的地名，这条横贯亚洲的长长的丝绸
之路，自然启发和引导了学生的想象，学生的自豪感、使命
感油然而生，创设这样的情境，也点燃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但对课本外的知识知道的并不是很多，知识面还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扎实。


